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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编

# 自 '冶領土情報審査委員會報吿書 

(第十二屆會，一九六一年）

査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年年底委員會委員國懸缺有二，其原因（1) 巴西任期

届满；（2 ) 在剛果（雷堡市）獲致獨立後，比利時自

一 . 大會以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通過的決譲 動退出；及 （3 ) —九六0 年十二月十五日大會通過決

案一三三二（十三）決定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決 譲案一五四二（十五 ) 。賴比墙亞及墨西哥當選委員

譲案三三二〔四），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決譲案六 國，任期三年。委員會目前的委員國如下：

四六（七 ）及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八日,決譲案九三三

( 十 ）所定同一基礎上續設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 f ^  g  ^
會，爲期三年。 澳大利亜 西班牙

法蘭西 大不列顏及北

二，依决譲案一三三二（十三），委員會的任務 荷 蘭  愛爾蘭聯合

規定如下： 紐西蘭 王國

，，五 . …本憲章第一條第三項、第 四 項 反 第 五 葡 萄 牙  美利堅合衆國

十五條之精神，審查依憲章第七十三條（辰 ）款 大會選出的委员國 任期届滿年份

就非自洽領土之經濟、社會及敎育情況所遞情報 pfg根廷.............................................................一•；fL六二年

之撮要與分析，各專門機關所作研究報告，遵照 錫-蘭.................................................................一九六= 年

大會關於非自治領土經濟、社會反敎育情況所通 多明尼加共和國.............................................一九六一年

適各項決議案而採取措施之報吿成情報，均包括 伽 納 .....................................................一九六一年

在内； 印 度 .............................................................一九六一年

…向大會各届常會提具報告，列載其認 伊拉克.............................................................一九六一年

爲適當之程序建議反其認爲妥善之實體建譲，惟 賴比瑞亜........................................................ 一九六三年

內容須與一般專門部門有關而不涉及個別領土。" 墨西哥............................................................ 一九六三年
除葡萄牙外，所有各委員國均有代表出席。

三 . 至於委員會的工作方案，同一決譲案振定如
五 . 委員會第十二届會在紐約聯合國會所舉行。

' 委員會自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二十六日共
"七 .…委員會應在不妨礙其遂年審議憲章 八

第七十三條（辰 ）款所列一切專門事項之情形  /  °
下，逐年輪流格外注意敎育、經濟或社會情況， 六 . 勞工組織、糧農組繊、文敎組繊及世界衛生

並應參照業經大會核准之非自洽領土各方面情況 組織代表也列席委員會會譲，並且參與f寸論。

報告書，審查所遞有關此等問题之情報。" ^  ^  ̂  ̂  „
威  卷 昌 會 職 昌

四. 委員會由十六個會員國組成：負有責任依憲 ’ ’
章第七十三條（辰 ）款遞送情報的八個會員國以反第 七 .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委員會屆會開幕

四委員會代表大會選出的同敷其他會員國。一九六0  ( 第二二五次會議），經全體鼓掌選出下列載員：



虫 席 ： M r .  C . W . A .  S c h u m a n n  ( 荷 蘭 ) ；

副 主 席 ： M is s  A n g ie  E .  B r o o k s  ( 賴 Ü 瑞 亞 ) ;

根 告 責 : M i s s  F a ih a  Ib r a h im  K a m a l  ( 伊 拉 克 ） q

參.議程

八 . 委 員 會 於 第 二 二 五 次 會 譲 通 過 秘 書 處 所 提 臨  

時 議 程 。 那 個 議 程 1 附 載 本 報 吿 書 後 ， 作 爲 附 件 査 。

肆.小組委員會

九 . 委 員 會 第 二 三 一 次 會 譲 指 派 一 任 務 規 定 頗 廣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 負 責 就 社 會 進 展 問 题 擬 具 一 特 別 報 告  

書 。 阿 根 廷 、 錫 蘭 、 賴 比 瑞 亜 、 荷 蘭 、 紐 西 蘭 反 大 不  

列 顧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被 派 爲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 國 ， 

由 報 告 員 及 各 專 門 機 關 代 表 予 以 協 助 。 M r .  P . K .  

E d m o n d s  ( 紐 西 蘭 ） 當 選 主 席 。 小 組 委 員 會 自 一 九 六  

一 年 五 月 九 日 至 五 月 十 六 日 共 開 會 七 次 。

伍.初步聲明

一 0 . 阿 根 廷 及 聯 合 王 國 代 表 於 第 二 二 £ 次 會 譲  

時 聲 明 保 留 各 該 政 府 對 於 福 克 蘭 羣 島 ( I s l a s  M a lv in a s )  

以 及 福 克 蘭 羣 島 屬 地 主 權 問 题 所 採 的 立 場 。

一 一 . 同 次 會 譲 ， 伊 拉 克 及 聯 合 王 國 代 表 保 留 各  

該 政 府 對 亞 丁 主 權 問 題 的 立 場 。

一 二 . 錫 蘭 、 印 度 、 及 伊 拉 克 代 表 聲 稱 各 該 政 府  

認 爲 西 伊 利 安 ( 荷 屬 新 幾 內 亞 ) 是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獨 立 自  

主 的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相 國 的 一 部 份 ， 而 且 據 它 看 來 ， 

依 據 第 七 十 三 條 （ 辰 ） 款 遞 送 關 於 西 伊 利 安 的 情 報 是  

不 正 確 的 ， 是 以 它 們 以 後 對 如 此 遞 送 的 情 報 所 表 示 的  

任 何 意 見 都 受 上 述 保 留 的 限 制 。 荷 蘭 代 表 重 申 荷 蘭 政  

府 對 荷 屬 新 幾 內 亜 的 主 權 ， 聲 稱 該 政 府 曾 依 照 憲 章 下  

的 義 務 遞 送 關 於 新 幾 內 亞 的 情 報 。 澳 大 利 亜 代 表 聲 稱  

澳 大 利 亜 政 府 認 爲 荷 蘭 對 荷 屬 新 幾 內 亜 的 主 權 毫 無 疑  

問 。

陸.非自洽領土的社會進屡

一 三 . 委 員 會 於 第 十 二 屆 會 時 特 别 注 意 非 自 治 領  

土 依 大 會 決 譲 案 一 三 三 二 （ 十 三 ） 所 定 工 作 方 案 獲 致  

社 會 進 展 的 問 题 。 依 照 該 決 議 案 ， 澳 大 利 亜 、 荷 蘭 及  

聯 合 王 國 代 表 圃 中 埃 I有 社 會 狀 況 專 家 顧 問 。 遵 照 一 九  

五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曰 決 譲 案 一 四 六 六 （ 十 四 ） 以 反 一

九六0 年十二月+ 五■日決議案一五三九（+ 五 ），美 

國在代表圃內派有對於經濟、社會與敎育事項特別有 

資格發表意見的關島土著一名。

一四 . 委員會面前有祐書處與各專pg機關擬具的 

特别研究報告。社會進展研究報吿淸單已經載入本報 

吿書第二編附件。委員會事前也有祐書長編製的澳大 

利亜、法蘭西、荷蘭、紐西蘭、聯合王國及美國依憲 

章第七+ 三條（辰 ）款就五十一個領土所遞情報的摘 

要。2 就一九五九年各國對其遞送情報的各領土而言， 

牧到情報日期的上述領土名單載入本報告書附件二。

一五 . 委員會於第二二六次至第二三三次會譲， 

討論非自治領土的社會進展情形（譲程項目四）。道 

個項目的时論使委員會有機會對於各領土的根本社會 

情況以及管理委員國的政策與活動進行一般檢时。阿 

根廷、澳大利亞、錫蘭、多明尼加共和國、题納、印 

度、伊拉克、賴比瑞亞、墨西哥、荷蘭、紐西蘭、聯 

合王國及美國代表參與了討論。國際勞工組織代表提 

出該組織編製的各個報告書。3他也向委員會報告將在 

一九六二年發動的勞工組織農村發展方案。

一六 . 有些代表對於這個項目措詞上的改動，表 

示歡迎，因爲它表示承認在各領土所獲得的進展。其 

他代表認爲弗自治領土之社會進展"一句所反映的是 

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上的改變而不是任何實際的進展。 

有些代表指出憲章第+—章規定非自治領土人民的政 

治、經濟、社會及敎育進展。而且，大會第十五屆會 

已經通過一項宣言，主張所有殖民地國家反人民獲致 

獨立。4 因此，委員會應該依據這些原則，審查非自治 

領土的社會進展。

一七 . 澳大利亞、荷蘭、紐西蘭、聯合王國及美 

國復就其向祐書長所遞情報所涉時期後社會方面較近 

發展情形提供其他細郁。它們指出有好幾個領土，因 

爲變化很快，就其向祐書長所遞送並經秘書處據以擬 

具其報告書的情報而言，極大部份已經過時。委員會 

非管理國家委員國指稱管理委員國各項聲明中所載補 

充資料未曾及時發表，載入文件且在審查社會進展時 

予以顧及，因此對於此事表示失望。

一A . 委員會詳細討論下列各黯：經由供給更多 

更好住屋以反提高工資方法穩定城市人口的必要；以

CoTt.lo

A /4764 and A dd .l, A /4760。
A/AC .35/L.330-A /AC .36/L .333, A/AC .35/L.339 and

-九六。年 + 二月十四日决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社區褒展技術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所能發生的作用；農 

村發展問題，包括土地問題，擴充農業服務及農産品 

多元化問題；社會福利服務，少年罪犯的處遇以及廢 

除體罰的必要；營養與公共保健；以及種族歧視。

一九.若干管理委員國向委員會報告在何種程度 

内它們目前對於受其管理各領土的預算有所貢獻，或 

對社會方面的特定方案提供財政和拔術協助。其中有 

些委員國指出在社會發展的許多方面，各國政府所能 

和所應做的事情有其限度，而且它們的能力也有限 

度。其他委員國對於所報進展情形，表示歡迎，但是 

指出這些成就與人民的需要相差遠甚。因此，各政府 

責載所在，應爲社會方案壽措經費，並且倡導改進各 

領土的生活狀況。對於社會發展的設計，必道進一步 

着重，而且以預防爲目的的f i 會福利服務必須擴充。 

在撲除疾病以及改進一舉保健與營養狀況方面尙須從 

事甚多工作。它着重指出使社會發展工作底於成功 

的一個先決條件是各領土居民必須參與政策的決定以 

及方案的實施。

二0 . 澳大利亜、荷蘭、紐西蘭、聯合王國及美 

國代表稱各該國政府的政策是獎勵各領土居民儘量多 

方參與其自身事務的處理。爲了舉例說明近來爲擴大 

這種參加範圍所採取的步驟，澳大利亞、荷蘭、紐西 

蘭及美國代表對於其政府已經遞送秘書長的有關政治 

與憲法的情報，有所補充，對於這些方面最近的演 

變，發表了陳述。

二一.澳大利亞代表吿知委員會稱自一九五九年 

以來，已經爲巴布亞及新幾內亜領土重新設立了立法 

會議。

二二. 委員會據荷蘭代表報稱在荷屬新幾內匪， 

-個民選的中央代譲機關即新幾內亜參譲會已經在一 

九六一年四月正式成立。這個步驟標明在協助下實 

行自治" 的時期已經開始。荷蘭政府曾請該參議會在 

一年任期內就如何實行自決以及宜否確立自決日期問 

题表示意見。同時，一個行政委員會也在設置之中， 

以使土著能夠進一步參與該領土的管速工作。

及托凯勞羣島，該政府所行政策的目標是在達成提高 

物質生活水平以及增進當地人民政治責任心的雨大目 

標。雖然紐西蘭以財政及技術協助供給那些領土，但 

是庫克羣島和尼烏埃島都有譲會，而且它們都享有廣 

泛的立法權以及控制當地歲收的權力。通過道些代譲

機關，紐西蘭政府與各領土人民共同肩負計劃並實施 

所有各種發展方案的責任。

二四 . 美國代表指稱關島、美屬薩摩亜以及美屬 

彿京羣島人民充分參與政策的擬訂以及發展方案的設 

計。一九六0 年，第一個美屬薩摩亞憲法業經該地人 

民代表核准認可。那個憲法載有人權宣言並以正式權 

力授予美屬薩摩亜議會。該憲法復設有規定，保障薩 

摩亞人的傳統生活方式。

二五 . 委員會依照以前各屆會譲的辦法，設置一 

小組委員會(見上文第九段)，負責依據其所得情報以 

及委員會的剥•論，就各非自冶領土的社會進展情形， 

擬具報吿書。各委員在全體會議發表的陳述見委員會 

簡要紀錄。

二六 . 第二四一次會議時，小組委員會主席提出 

弗自治領土社會進展情況報告書稿。5

二七 . 在通過若干修正案後，委員會審譲了文件 

A /A C .35/L .351所載決譲草案一件。印度代表建議 

說委員會關於核定社會進展情況報告書一黯不應向大 

會提出任何決議草案，以便譲大會照自己意思作成建 

議。澳大利亜、伊拉克、賴比瑞亞、紐西蘭及聯合王 

國代表表示委員會應照前例，將委員會案前文件所載 

這種決譲草案提請大會核可。

二八 . 委員會以十三票對一票，棄權者一，決定 

遵循通常辦法, 向大會第十六届會提出決議草案一件， 

其中建譲大會核可一九六一年關於社會進展的報告 

書。委員會然後審議伊拉克、賴比瑞亜、荷蘭及紐西 . 
蘭聯合提出的決譲草案。依照道個決議草案的規定 ’  

大會當認可關於弗自治領土社會進展的報告書；請 赂 . 
書長將其遞送管理委員國、託管運事會、經濟暨社會 

理事會、各區域經濟委員會以及各關係專門機關；並 

且表示深信負責管理弗自治領土的會員國將會提請主 

管當局注意道個報告書。

二九. 聯合王國代表，示雖然有關社會進展的報 

告書全文在若干地方折中相反的意見，而且他未必逐 

字逐句完全同意；但是他仍擬予以贊助。

三0 . 同次會議，委員會以十三票對零，棄權者 

一 ， 通過決譲草案， 並擬將其提請大會第十六屆會核 

可。決議草案全文列爲本報告書附件三。

三 一 . 委員會把種族歧視當作影響各領土社會進 

展的一個問題而加以时論，同時顧及一九六0 年十二



月十五日決議案一五三六（+ 五 )所載大會賦予委員 

會的任務。

三二 . 在討論期間，也有人提到葡屬領土，其中 

似乎有影響到土著居民的歧視性法律與措施。有人指 

出依现有情報，葡屬領土土著居民中紙有極少數人享 

有公民資格。因爲他們的特別地位，多敷土著沒有選 

舉權，就非土著機關而言浅有政洽灌利，而且在特定 

區域以外不得擁有土地。

三三.委員會報告書第二編中有一節反映有關種 

族妓視問題的討論，並且扼要栽述各管理委員國所供 

給的特別情報，因爲這個事實，委員會於第二四一次 

會議時決定遵照決議案一五三六（十五 ) 所載睛求， 

將一九六一年耻會進展情況特別報告書上述一節遞送 

大會。

樂.非自洽領土土著公務及技術 

幹部的培養與訓練

三四. 根據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譲案 

三四（十五），大會曾請負管理責任的會員國遞送特 

別報吿書，對於其所管領土內訓練公務及技術人員的 

各項設傭便利以及此等入員目前的實力、成員称培養 

情況提供一切情報。那個決譲案又請各管理會員國反 

時遞送特別報告書，以使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 

能飾審查這種情報並就此等情報向大會第十六屆會提 

具報告。

三弗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案前有秘書處 

根據依憲章第七十三條（辰 ）款經常遞送秘書長的情 

報以及依大會决譲案四三（二 ）所提補充情報編製 

的初步研究報告。6道個報告把有關聯合王國所管肯 

亜、費濟以及巴哈馬羣島培養及訓練土著公務及按術 

人員的情報當作琪有情報的標樣而加以敍述。澳大利 

亜、荷蘭、紐西蘭、聯合王國及美國政府依大會決譲 

案一五三四（十五）各項規定向秘書長提送報吿，而 

且各該政府代表於委員會第二二六次、第二二七次、 

第二三三次、第二三E 次以反第二三七次會譲發表陳 

述時又提出情報，予以補充。錫蘭、進納、印度、伊 

拉克反賴比瑞亞代表也曾發表陳述。

三六 . 第二三五次會譲時，因爲遞送情報爲時已 

遲，以致委員會無法詳細討論此一項目，印度代表在

錫蘭、伽納、伊拉克、賴比瑞亞及荷蘭代表贊助之下 

提議：( 1 ) 委員會應向大會報稱因爲情報不足，未能 

充分審查在非自治領土培養及訓練土著公務反技術幹 

部的問題；（2) 委員會應將各管理會員國所遞情報以 

及他們向委員會所作口頭陳述的全文作爲附件，載入 

其提交大會的報吿書；以及（3) 應另向大會提出由秘 

書處對這些報告書所載情報，包括非管理會員國有關 

評論，所作分析研究。委員會於第二三七次會譲時接 

受這項提議。

三七 . 澳大利亜、荷蘭、紐西蘭、聯合王國及美 

國政府所遞送的情報連同口頭陳述全文已經列爲本 

報吿書附件四。秘書處擬具的分折報告，其中會反映 

非管理會員國表示的意見，將直接提交大會。

挪 .敎育及經濟進展

三八.委員會依照其平常的工作方案也會时論非 

自洽領土的敎育反經濟進展問题。關於道個項目，委 

員會案前有一九五九年依第七+ 三條（辰 ）款所遞情 

報摘要以及一九 E 九年敎育狀況報告書9與一九六 

0 年經濟情況報告書。

三九.委員會於第二三五次至第二三七次會譲討 

論道個項目。题納、印度、伊拉克、賴比瑞亞、聯合 

王國及美國代表曾經發表陳述。

(a) 經濟道展

四0 . 因爲委員會在上届會譲已經特别注意經濟 

情況，所以這個問題今年未經充分时論。有些代表對 

於委員會所接情報頗少一節有所評論。爲若千領土編 

製的情報摘要遺未經分發，成者筒不可得，而且委員 

會所接獲的情報不足表明土著居民參與關係領土一般 

經濟生活的程度，例如，就生產琪金作物來說，他們 

分摄多少。

四一. 對於多數非自洽領土来說，農業遺是經濟 

的基幹，因此當務之急是使農村經濟復興；使生産多 

元化並且加速發展一個市場經濟。在其他措施之中， 

有人建譲各政府應該獎勵小工業的幾展，因而幫助國 

民徽蓄的建立，並旦發展利用當地原料的製造工業.

威編。

7 A /4761 , A /4764-A /4767o

8 A /4754 and Add-1, A /4760。

9 大會正式紀錄，第+ 四屆會 ,補編第十五號（A /41U) 第



使各領土在消費品方面能夠自足自給。需要大家發展 

的其他方面是動力、採礦以及領土內和領土間交通， 

包括航空、鐵道、郵路以及文化交換在內。

四二.若干代表也提到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提供 

的技術協助方案。他們表示希望管理會員國進一步利 

用這種協助來促進其所管領土的經濟進展。

( b ) 與 歐洲經濟聯合會對雄 il治領土所發生影響着闕

的新•發展

四三.荷蘭代表向委員會報稱荷屬新幾內亜已從 

歐洲經濟聯合會所設置的發展基金中獲得從事六個方 

案的協助。該項基金特别規定發展方案必須是領土一 

般發展的一部份，而且必須以增進領土居民福利爲目 

標。他向委員會敍述這些方案並且提出保證說，荷屬 

新幾內亜與歐洲經濟聯合會發生聯驚並無不良後果, 
而且對於該領土居民紙會有極大的利惠。

四四.有人請委員會注意非洲經濟委員會關於西 

歐融爲一體對非洲貿易及發展所生影響的報吿書。11 
根據上述報告書，似乎可以看到非自治領土與歐洲經 

濟聯合會道種經濟集團發生聯系也許目前有短期的利 

益,但是新獨立國家應該鄭董考慮這種聯系的長期含 

義。

(C) 教育發展

四五.文敎組織代表提出該組織就掃除文盲措施 

所擬具的報告書。I2他指出各方渐漸認識經濟發展的 

速度與人民的敎育進展密切相關。根據近來公佈的文 

敎組織過去十年內對二十個領土所作的調查，可以看 

到其中八個領土，學齢兒童入學者遺不到一半，而在 

十四個領土中，十五至+九歲的兒童紙有百分之五在 

中等學校肆業。紙有在三個領土內，在中等學校肆業 

者超適百分之+ 。雖然在道些領土，識字蓮動，爲數 

頗多，可是如果它們不從大處着眼，與成年文盲曰常 

生洁上的需要不發生關係，如果不儘量利用現有當地 

組織和社會推進道種蓮動並且利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和 

拔術以及文盲能飾參加的各項活動，那末它們的效力 

就會有減少的趨勢。

四六. 在討論社會進展問题（項目四）以反培養 

反訓練土著公務與按術幹部問题（項目五）的時候， 

負管理貴任的會員國也曾就敎育問題各個方面以及在 

關係領土敎育制度内訓練公務人員的設傭便利，尤其

11 E /C N  .14/72 0
12 A /A C .35/L .343 and C o ir .l。

專業及技術訓練問题，提供情報(覓上文第柴節）。第 

二三五次會譲時，美國代表向委員會提出有■ 關島、 

美屬薩摩亜以及美屬佛京羣島最近敎育發展情形的補 

充情報。

四七.許多非管理會員國着重指出在策劃非自治 

領土的敎育進展時應該顧及各領土人民求取敎育的殷 

切願望。根據情報搞要所載情報，可以看到所獲進展 

的成績往往不及所立目標。舉例來說，在肯亞，敎育 

經費雖有增加，但是因人口增多而入學者隨之增加， 

以致大部份已被對銷。中等學校的入學情形甚至令人 

更不满意，因爲紙有極少敷初級小學學生進入中等學 

校。在若干領土，入學人數已有增加，但是巨大浪費 

已隨之而起。入學女童人敷遠較男童爲少，尤以中等 

學校爲然。

四八.若干代表指出有些非自洽領土對於不同種 

族的兒童遺提供不同的設備和使利，而且爲非土著所 

用的敎育經費，爲敷靡大，不成比例。在肯亞，雖然政 

府所宣佈的政策是准許各種各族兒童進入所有學校， 

可是初級敎育還依種族界線加以劃分。現在遺有這種 

情形的事實受到若干代表的批評。

四九. 在對道種批評提出答辯時，聯合王國代表 

追述在依委員會議程項目四討i命種族歧f見問题時，他 

已經將最近在肯亜爲實施上述官方政策所採取的步驟 

報告委員會。1S在該領土，高等敎育根本始終後有種 

族界線而且在中等敎育方面也在獲得進展。在初級小 

學方面，因爲語言困難，現在還有各别的設俯。他同 

意甚多工作尙待完成，因爲要充分實施已經宣佈的政 

策需要時間。他向委員會表示擬將各方對這個問題發 

表的意見遞送肯亞敎育部長。

五0 . 委員會討論有關社會進展的項目時對於敎 

育方面的種族歧觸問题論列頗詳（見上文第陸節）， 

委員會對於這個問题的看法見本報吿書第二編（第拐IJ 

節 ）。

软.國際合作與技術協助

五一.委員會案前有秘書處依據一九四八年十一 

月三日大會決譲案二二0 ( 三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所作決譲以及在該理事會贊助下所作與非自治領土特 

別有關的研究報告所擬具的有關向非自治領土提供國 

朦按術協助的報告書I4 一件及有關爲促進經濟、社會

13 A /A C .35/SR .229。

" A /AC .35/L .344o



及敎育進展從事國際合作的報告書I5 —件。委員會面 

前又有關於世界衛生組繊與兒童基金會各項活動的報 

吿書1® —件以反文敎組繊就掃除文盲工作所提具的報 

告書17 —件。

五二.關於國際合作的秘書處報告書簡述經濟暨 

社會理事會及其所設經濟發展委員會、社會情況委員 

會、人權委員會及婦女地位委員會所作的決議與研究 

結果並且約略論列爲非自治領土所進行的區域合作。 

關於合作的一節對於非洲經濟委員會所通過的一個決 

譲案也提出情報；該決譲案促請在非洲負責管理各非 

自治領土的所有會員國提譲在一九六一年內那些領土 

應以協商委員國資格參與該區域經濟委員會的工作， 

並且表示希望在該委員會下届會譲能與I看到非洲人代 

表那些領土，出席會議。

五三.委員會於第二三七次、二三九次及二四0  

次會譲討論這個項自。澳大利亜、賴比瑞亜、荷蘭及 

聯合王國代表曾經發表陳述。各管理會員國遵照一九 

五0 年十二月十二日大會決議案四四四（五 ），將其 

所管領土所接獲的技術協助報告委員會，並且對於這 

種協助表示感佩。同時，關於一九六0 年+二月十五 

曰大會決譲案一五三九（十五），它們也向委員會報 

稱各非自治領土已經參加聯合國各專門機關以反各區 

域經濟委員會的工作。

五四.荷蘭代表提到世界衛生組織及兒童基金會 

在防除瘾疾、携病、幕狀腫症及麻疯工作方面提供荷 

屬新幾內亞的協助。他也將荷屬新幾內亜參加南太平 

洋委員會以及荷蘭政府與澳大利亞政府在管理它們雨 

個紙隣領土方面進行合作的事情告知委員會。

51五.澳大利亜代表重申該國政府與國際及區域 

機關進行合作，以使在可能範圍內迅速並且審愼促使 

巴布亞發展的政策。

五六.聯合王國代表指稱該國政府的政策是使受 

其管理的領土與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及區域經濟委員 

會，在上述各機關組織法所定範圍內，在工作上發生 

關係。但是，每一領土得自行決定是否要參加這些機 

關的工作。他列舉以協商委員國資格參與文敎組織、 

海事組繊、糧農組繊、衛生組織、電飘同盟、氣象組 

織以及郵政同盟工作的英管非自洽領土或領土羣；若 

干非自治領土也曾派遣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國

16 A/AC.35/L.342。
16 A/AC.35/L.338o
17 A /A C .35/L .343 and C orr .l。

際勞工組織大會。聯合王國所管亜洲領土都是遠東經 

濟委員會的協商委員國；在非洲的非自治領土都以協 

商委員會資格，單獨或集體，參加非洲經濟委員會的 

工作，而且琪在正有入提議准許茅利夏斯反塞歇爾羣 

島以協商委員國資格參加該經濟委員會。西印度羣島 

箱英屬圭亞那都是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協商委員 

國，而且最近英屬洪都拉斯亦經獲准加入。關於國際 

技術協助，聯合王國代，指出該國政府的政策是請求 

提供這種協助來補助它自身所作的努力。他吿知委員 

會，聯合王國加倍努力去應付各領土不斷增加的需要 

並且參與各種國際合作方案。

五七.根據驅書處國際按術協助問題報告書所載 

情報，可以看到在技術協助擴大方案下，在一九六一 

至一九六二年期內，建議用於非自治領土的款項將達 

美金二百五十萬元之數。所建譲的各個方案是向二+  
五個領土提供專家一百十四名並且設置獎學金三+  
名。專家中幾乎有一半將奉命承擔保健方面的技術協 

助工作。

五八. 除依擴大方案提供的協助外，勞工組織、 

糧農組繊、衛生組織以及文敎組織也依其經常的工作 

方案向各非自治領土提供協助。關於衛生組繊反兒童 

基金會各種活動的報告書被述了它們對個别領土的協 

助以及它們的國家間（區域）方案。委員會也聽取了 

勞工組繊及文敎組織代表就各該組繊在非自治領土所 

從事的各項活動，發表陳述。委員會獲悉依據文敎組 

繊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工作方案，各非自治領土將 

會得到更多協助。指派專家五十一名前往H 個領土 

服務一事已經核定，因此在年底以前道些專家可望在 

實際上從事工作。

五九 . 勞;n組繊告知委員會，一九六一至一九六 

二年期內，該組繊將在各方面向六個非自治領土提供 

攝助，包括人力組繊、專業訓練、合作與手藝、社會 

安全保障、勞工環境與管理，以反生産力與管理技術 

的發展在內。

六0 . 在討論經濟、社會反敎育情況時，若干非 

管理會員國曾經强調對非自治領土提供國黯技術協助 

一事的重要。它們指出各專pg機關有宏富經驗與特別 

管辖權的各個方面並且建譲各管理會員國應該從廣利 

用國際方案。它們特別建譲關於農村褒展方案應該設 

法獲得糧農組織的協助，爲了增加勞動生産力應該設 

法獲得勞工組織的協助，爲了撲除疾病和訓練保键反 

醫務人員應該設法獲得衛生組繊的協助，而且關於掃



除文盲以及敎育問题的其他方面應該設法獲得文敎組 

織的協助。

拾.有關摘要與分析的問题

六一. 委員會自第二三七次至第二四0 次會譲討 

論這個項目。阿根廷、錫蘭、伽納、印度、伊拉克、 

賴比瑞亜、墨西哥及à 班牙代表均曾發表陳述。討論 

內容涉及（a ) 依憲章第七+ 三條（辰 ）款遞送情報的 

曰期；（b )遞送政洽情報問题；（C) 由秘書處編擬並分 

發文件問题及（d ) 因大會決譲案一五一四（十五)，一 

五四一（十五），及一五H二 （十五）而發生的問題。

( a ) 依赛章第A 十三昏（辰 ）款进送情報的曰期

六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大會決譲案二一八 

(三）請依憲章第七+ 三 條 （辰）款遞送情報的會員國 

’儘早，至遲於各有關之非自治領土行政年度屆满後 

六個月內，將其所持有之最近情報送交秘書長"。

六三.根據列爲本報吿書附件威的有關收接情報 

曰期的秘書處報吿書，可以看到除極少例外之外，各 

國並未依照大會所建譲的日期表遞送情報。就所遞情 

報而言，大都延誤雨月或雨月以上，而其中若干竟然 

延誤六月或六月有餘。關於分發委員會文件的問題 

( 見下文（C )分節），若干代表提請委員會注意此等 

蹈誤情事。'他們表示希望負管理責任的會員國會與聯 

合國更充分合作，依據憲章第七+ 三條（辰 ）款準時 

遞送情報。

(b) 改治情報

六四. 一九六0 年，各國就五十一個非自治領土 

遞送情報，其中四十一個領土由聯合王國管理，三個 

領土由紐西蘭管理，三個領土由美國管理，雨個領土 

由澳大利亜管理，一個領土由荷蘭管理，一個領土由 

法蘭西會同聯合王國管理。

六五. 委員會若千代表指出雖然澳大利亞、荷 

蘭、紐西蘭及美國經常遞送政治情報，但是聯合王國 

卻從未提供這種情報。這就是說委員會因爲缺乏政治 

情報，對於多數領土的進展情形無法作適當的估計。 

他們追述大會第十五届會會以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五 

曰決譲案一五三五 ( 十五）再度促請迄未提供政治情 

報的所有管理會員國與聯合國進行合作，遞送這種情 

報。

六六. 第二三八次會議時，印度代表韻請聯合王 

國就其所管領土遞送政治情報。他表示如果管理會員

國不遞送政治情報，大會也許不得不請委員會根據已 

印正式報告書以及其他權威村料審查各領土的政治進 

展情形。這項建議獲得其他若千非管理會員國的贊助 

而且在審議續設委員會問题時復經I寸論。

(c) 委员會文件的分發

六七 . 在W論非自洽領土社會、敎育及經濟進展 

期間（項目四及六），有一拉代表指稱分發工作文件 

西班牙文本以及依憲章第七+ 三條（辰 ）款所遞情報 

摘要有延誤情事。

六八 . 在本項目下，有人再度指出委員會的工作 

因爲這些延誤而受到妨礙。不但情報摘要分，極遲， 

以致各代表團後有時間詳加研閱，而且有些摘耍直到 

委員會I寸論項目四、五及第六已經完畢之後方始分發 

到手。

六九. 同次會議，秘書處次長說明許多因素造成 

延誤情事，而且若干因素實非祐書處所能控制；其中 

之一便是遞送情報，諸多延誤。可是有一個重大原因 

是大會復會，而且關於剛果情勢需要編製甚多义件， 

以致工作繁重，難以負擔。因此，對於大會第十五屆 

會一結束便舉行會譲的那些機關、文件服務處沒有足 

狗時間編製它們所需耍的文件。同時，情報摘要的分 

組與印刷方法也是分發摘要發生延誤情事的一部份原 

因。因爲情報摘要依地域分組成冊，如果對於一個領 

土的情報延遲遞送，則編躲屬於該組所有領土的情報 

摘耍，也因此而有延誤。

七0 . 若干代表圃表示不論何種原因造成延誤情 

事，委員會因爲浅有接到有關所有領土的情報摘要， 

無法切實履行它的載務。因此，在討論委，會今後工 

作的時候，各代表提出若干建譲，其中之一使是可否 

更動委員會下屆會譲的日期。關於這些建譲的时論情 

形已經载入本報告書拾査節。

( d ) 因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千五）、一五四一（十五）

及一五四二（十五）而發么的問題

七一.大會以决譲案一五四二(十五)宣稱葡萄牙 

政府有義務就其所管領土，依 憲 章 第 章 規 定 ，遞 

送情報，而且應該立即履行道項義務，不再延岩；並 

就葡萄牙政府依憲章第十一章各項規定，就大會決譲 

案一五四二(十五)所列舉該國所管各領土現狀，向秘 

書長遞途情報。大會以同一決譲案請秘書長依照西班 

牙政府所作願依憲章第十一章各項規定行事的宣言， 

採取必要步驟，並請葡萄牙反西班牙政府依大會決譲



案一三三二（十三）第二段的規定，參與非自治領土 

情報審查委員會的工作。

七二. 西班牙代表曾經出席委員會第十二屆會。 

委員會案前並無西班牙政府所遞情報摘要，而且提送 

委員會的研究報告亦未提及西班牙所管領土。根據有 

關收接情報日期的節略，可以看到秘書長未曾接獲西 

班牙政府依憲章第七十三條（辰 ）款所遞送的情報。

七三. 第二三九次會議，在时論實體項目完畢之 

後，西班牙代表就該國政府依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 

所承擔的義務，發表陳述。他向委員會提出有關費南 

多波、里約慕尼以及西屬薩哈拉政洽、經濟、社會以 

及敎育情況的詳盡情報。依委員會所作決定，西班牙 

代表所作陳述全文列爲本報告書附件伍。

七四. 阿根廷、錫蘭、伽納、印度、伊拉克及賴 

比瑞亜代表對西班牙代表的陳述表示歡迎。有些代表 

對於委員會在屆會開始的時侯浅有牧接這種情報表示 

遺憾並且表示希望西班牙政府今後及時依照憲章第七 

十三條(辰)敦遞送情報，以使秘書處照例編裂摘耍。

七五.伽納代表表示西班牙代表的陳述中後有關 

於伊夫尼的情報，不知西班牙政府以後會否提出這項 

情報。西班牙代表答稱除其他理由外，因爲西班牙與 

摩洛哥曾經進行雙邊詠論，西班牙政府認爲不宣在其 

向委員會提出的情報中提及伊夫尼。

七六. 伽納代表對於伊夫尼採取保留態度，因爲 

他說該國政府認爲伊夫尼是非洲一部份，而非西班牙 

的海外行省。伊拉克代表表示該國政府對於伊夫尼， 

Saguia-el-Hamra 及 Rk) de Oro 採取保留態度。

七七. 第二三七次會議，墨西哥代表提到大會決 

譲案一五一四（十五）。他指出這個決議案確立了法 

律基礎，以使採取具體措施，使所有非自治領土趨向 

獨立。關於此點，他說南美洲的法屬領土尙未獲得獨 

立，而且地位不明。雜然法蘭西在一九四六年會就這 

些領土遞送情報，但是次年該國就停止遞送情報，而 

大會竟未採取任何行動。可是，對於那些領土停止遞 

送情報一事未經大會核准認可。大會已以決議案一五 

四-一（十五 ) 申明有權決定遞送情報的義務是否存在 

並且關於此黯通過了今後應用的十二項原則。由此可 

覓，法屬領土的地位應依這些原則加以審查。除其他 

原則外，大會宣佈對於在地理上與管理國家分開而且 

在種族及/或文化上亦與管理國家不同的領土，顯有 

遞送情報的義務。法屬領土旣然屬於道一類，大會自

可決定法蘭西有無義務遞送情報。他希望在最近的將 

來，憑着法蘭西的合作，這種情勢自會解決。

七八. 法蘭西代表較斥墨西哥代表所說各節，並 

且指稱依照憲章第十一章，法蘭西政府紙對該國與聯 

合王國共同管理的新赫布里地負有責住。

七九. 阿根廷、印度、賴比瑞亞代表對於墨西哥 

代表所採取的立場，表示贊助。

八0 . 第二三九次會議，錫蘭、a 納、印度、伊 

拉克、賴比瑞亞及墨西哥以委員會名義提出決譲草案 

一件。I8根據這個決議草案，非自洽領土情報審查委 

員會對於委員會中没有葡萄牙代表在場以及葡萄牙迄 

未依照憲章第七十三條（辰 ）款遞送情報一事將表遺 

憾。再者，依正文第三段，委員會擬請秘書長"在收 

接有關葡萄牙所管領土情況之情報前，根據可能獲得 

之可靠權威？Ü物，爲下屆大會，擬具背景文件，內載 

有關葡萄牙所管領土當時經濟、社會及敎育情況之統 

計及其他情報"。

八一. 第二四0 次會譲，各提案國在提出這個决 

譲草案時追述大會已以決譲案一五四二（十五 )促請 

葡萄牙政府依憲章第七+ 三條（辰 ）款就該決譲案所 

列舉的各個領土遞送情報。因爲葡萄牙代表缺席不到 

而且該國政府未會遞送情報，委員會未能履行其審查 

葡屬領土情況的任務。因化，委員會義不容辭，必須 

向大會提出一些情報，以便大會據以進行I t論。根據 

這些理由，委員會提譲請秘書長編擬若千背景文件， 

以供大會第十六屆會使用。印度代表有一次發言時也 

會建.譲在葡萄牙對於其所管各非自洽領土没有遞送情 

報的情形下，應被例授權委員會准許這座領土派遣代 

表發表口頭陳述。

八二.有些代表對於這個決譲草案的一般原則， 

表示贊助。可是，若干代表卻反對正，文第三段，因爲 

他們認爲該段規定超越了委員會的載權。依照任務規 

定，委員會被請本着憲章第一條、第三段與第四段， 

以及第五十五條的精神，審查依憲章第七十三條(辰） 

款就各弗自治領土經濟、社會及敎育情況所遞情報的 

摘要與分祈，包括各專門機關擬具的文件以及關於遵 

照大會就各非自治領土經濟、社會及敎育情況所通過 

各決議案所採措施的任何報吿或情報"。依這些代表看 

来，委員會因化無權審查祐書處從其他來源所I I集的 

情報。他們又指出通過這個決譲草案將使秘書長處境 

爲難，肩負決定何種來源正確可信的董擔。再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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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未正式核定委員會報吿書以前，祐書長實際上並 

未奉到擬具所請求的背，報告的命令，因此上述報吿 

不可能向大會第十六屆會提出。

八三 . 針對這些論據，有人引用程序，說明委員 

會如果通過決譲草案正文第三段, 並不超越住務規定； 

正如過去一樣，委員會以自己的名義作成了程序性的 

決定，請求秘書長擬具報告。關於停止遞送情報的事 

情，委員會也會作成決定。

八0 . 同次會議，委員會對這個決譲草案進行表 

决。因紐西蘭代表的請求，委員會對正文第三段單獨 

舉行表決，並在舉行唱名表決時以贊成者六，反對者 

七，棄權者二，予以否決。表決結果如下：

營成者：錫蘭、题納、印度、伊拉克、賴比瑞亞 

及墨西哥。

反針者：澳大利亞、法蘭西、荷蘭、紐西蘭、西 

班牙、聯合王國、美國。

棄權者：阿根廷、多明尼加共和國。

委員會以九票對雨票，棄權者四，通過了經過修正的 

決議草案。

八五. 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譲案全文如下：

" 非自洽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

"億及一九六0 年十二月+五日大會決議案 

一五四二 (十五)其中宣稱葡萄牙政府確有義務依 

據憲章第十一章就該决譲案所列舉之各非自洽領 

土遞送情報，且此種義務應立即履行，不再遲緩。

"備悉大會以同一決議案請葡萄牙政府依憲 

章第十一章各項規定就其所管領土當時情況向秘 

書長遞送情報，並請葡萄牙政府依一九E 八年十 

二月十二日大會決譲案一三三二 (十三)第二段各 

項規定參加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的工作。

"一.對於葡萄牙政府迄未遵照決譲案一五 

四二（十五）之規定遞送情報，又未，示有此意 

圖，表示遺憾；

"二.對於葡萄牙代表於非自治領土情報審 

查委員會第十二屆會時缺席不到，深以爲憾。

拾査.續設委員會間题

八六. 大會決議案一三三二（十三 )正文第八段 

規定"大會在第十六屆會再行審譲非自治領土情報審

查委員會之續設問题以反將來該委員會或任何同性質 

委員會之組成與任務規定問題。

八七 . 委員會於第二四0 次會議时論這個問题。 

阿根廷、錫蘭、伽納、伊拉克、賴比瑞亞以及美國代 

表均曾發表陳述。

八八 . 美國代表說對於繼續設置委員會，爲期三 

年，任務規定照舊一事，如果委員會願意的話，美國 

代表團擬予充分贊助，臺無保留。可是，如果委員會 

有些代表堅決想耍擴大委，會的任務規定，美國政府 

認爲這件§ I起爭論的事情應該簡單明瞭交付第四委員 

會審議。如果那樣，美國代表團遺要提議委員會封於 

其未來工作不應提具特定的正式建議而且就此問题所 

發表的意覓應該載入委員會提交大會的報吿書。

八九.若千非管理會員國提到關於准許殖民地國 

家人民獨立的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 五 ）。他們表 

示委員會今後的工作應以實施上述決譲案爲其目標。 

因此，續設委員會，不應確定期限，紙要非自治領土 

存在一日，這個委員會便存在一曰。

九0 . 至於委員會的任務規定，這些代表團並不 

想提出任何正式提案，但是同意這件事情應由大會在 

第十六屆會時審議決定；可是他們覺得扼要鼓述委貴 

會任務規定在那些方面宜有更改，自有禅益。因此， 

他們提出了若干建議，其中之一是應該授權委員會審 

查政治反憲法方面的發展情形。他們又.建譲委員會應 

該有權對於個别領土提具建議。決議案一三三二（十 

三 ）關於就一般情形，不就個別領土提具建議的規定 

對於委員會；n作的效力，大有妨礙。而且，因爲非自 

治領土的情況變化迅速，所遞情報很快使成爲過時。 

這些代表團認爲委員會萬萬不能再每三年卞審查一次 

工作方面的情形，而應該每年審查各領土經濟、社會、 

敎育與政洽進展的所有方面。

九一.聯合王國代表稱該國雖然認爲除大會決譲 

案一三三二（十 三 ) 所載若干條件外，憲章對於審查 

依憲章第七十三條（辰 ）款所遞情報，並無規定，但 

是過去仍與委員會合作。他原想贊助在同一基礎上續 

設委員會的提譲，但是若千代表旣已提譲委員會的住 

務規定應該擴大，他覺得委員會不應設法對這個項目 

擬具建譲，因爲無論如何，這個項目總會列入大會第 

十六屆會的臨時譲程的。

九二.委員會決定將各代表所發表的這些意見提 

送;大會，以供參考。



拾ÿc. 委員會的未來工作

九三. 委員會於其第二三八次及第二四0 次會譲 

I寸論這個項目。雖然委員會以驅書處所編製的一個;t  
作文件1®爲主要根據，審譲這個問题，但是，它也顧 

到計論項目八及項目九時所表示的各項意見。同樣 

的，委員會也顧及若干代表析發表的意見，就是委員 

會未来作問題須由大會第十六屆會就續設委員會問 

題及其任務規定作成決定時一併審譲。

九四.秘書處工作文件措出委員會如果在一九六 

二年春舉行會譲，則屆時當可收接一九六0 年情報的 

全部摘要，以及有關以前雨年情報的資料。因爲到一 

九六二年春委員會舉行會議的時候，一九六0 年的情 

報可能有極多部份已經過時，若干代表建議委員會該 

屆會議的日期也許可以更動。舉例來說，委員會也許 

可能在八月開會，而旦如果管理會員國能夠盡心竭力 

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以前，那就是說依照大會决譲案二 

一八（三 ）所定曰期，發送依憲章第七+ 三條（辰 ） 

款所遞送的情報，那末秘書處除一九六0 年情報外， 

當可獲得一九六一年的情報，並可有雨個月的時間去 

編製和分發情報摘要。

九丘.其他若干代表指出如果委員會下屆會譲的 

曰期不能輕易改動，那末各管理會員國也許可依大會 

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决議案五五一（六 ）中所採 

用標準格式序言C 節的各項規定，對於顯示各領土一 

般趨勢的原則反實際措施，提出一個調查報吿，因而

19 A /A C .35/L .347。

對於最重要方面的最近發展情況提供情報，使依第七 

十三條（辰 ）款所遞送的情報比絞合時。賴比瑞gS代 

表建議大會應請各專門機關協助委員會，提供新村料 

来補充這種情報。

九六.秘書處促請委員會注意其就文件分發問题 

所發表的陳述，並足指出委員會如果想要更改其下屆 

會議的日期，必須表明這種意願，俾與負責會譲事務 

的其他單位進行礎商。

九七. 作爲討論的基礎，秘書處工作文件會經建 

議擬具四個有關敎育問题的研究報告，以使委員會在 

下屆會議特別加以討論。印度代表建議由各專門機關 

爲委員會擬具其他三個研究報告：（1) 婦女與女童敎 

育，由文敎組繊編裂； ( 2 ) 專業與技術訓練，特別着 

董工人敎育，由勞工組織編擬；反 （3)衛生敎育的各 

個方面以及訓練醫務與保健人員的設傭便利，由衛生 

組織編擬。該代表又建議勞工組繊與衛生組織所編擬 

的研究報告應該顧及葡屬領土的情況，因爲這兩個機 

關對於這些區域的情況都有它們自己的情報來源。

九八. 關於fSK書處所編工作文件中建議的敎育情 

況一般調查，文敎組織代表向委員會報告說該組織擬 

就非自治領土的敎育情況編擬一般性的報告，其中對 

於一九六二年委員會的工作計劃以及文敎組織的工作 

計劃都會顧及。文敎組織尤其希望獲得來自會經被邀 

參加阿的斯阿貝巴敎育會譲的那些非洲非自治領土的 

情報，其中一定會有使委員會感覺興趣而且可以載入 

一個報告書的許多材料。這個報告書的內容及其範圍 

當由聯合國與文敎組繊雙方的秘書處財输譲定。

附件S  

養具會議程

項 目

屆會開幕

二 . 選舉主席、副主席以及報吿員

三.通過譲程

四 . 弗自治領土的社會進展：

文

A/AC.35/INF.24

件

A/AC.35/14 and 
L.328

簡要紀鋒

Rev.l; Al AC.35/ 

A/4754 and Add.l-A /4759; A/4760

225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項 目

( a ) 城市發展的各個方面

( b ) 農村發展的各個方面

( c ) 社區發展

(d) 生活水平

( e ) 勞工問题的各個方面

( f ) 非自洽領土內種族歧視情形

( g ) 少年犯罪 

0 0 公共衛生

五.非自治領土內土著及公務幹部的培養與訓練

六 . 非自治領土的敎育及經濟進展：

( a ) 情報摘要所載有關經濟反敎育情況的情 

報

( b ) 因一九五九年敎育情況報告書以反一九 

六0 年經濟情況報告書而發生的問題

(C) 與歐洲經濟社區對非自治領土所發生影 

響有關的新發展

七. 爲經濟、社會及敎育進展所進行的國赚合 

作，包括對非自治領土的按術協助在內

八.涉反在前列項目下業經處理者以外的摘要與 

分街的問題

九.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的續設問題 

- 0 . 委員會的未來工作

文 件  

A/AC .35/L.335

A/AC.35/L.336

A/AC.35/L.337

A/AC .35/L.337

A/AC .35/L.330； A/AC.35/L.331; 
A/AC .35/L.332; A/AC .35/L.333; 
Al AC.35/L.339 and Corr.l

决譲案一五三六（十五)；A/AC .35/ 
L.334 and Corr.l ( 僅有英文本）； 

A/4768

A/AC.35/L.329 and Corr.l

A/AC.35/L.335; A/AC.35/L.336; 
A/AC .35/L.338； A/AC.35/L.345 

and Corr.l ( 僅有英文本）； A/ 
AC.35/L.346

决譲案一五三四（十五)；A/AC .35/ 
L.340 and Corr.l (僅有英文本)； 

A/4761; A/4764 A/4767

A/4754 and Add. 1-A /4759

A / 4 in ； A/4371

A/AC .35/L.328 ( 第十五段）

A/AC.35/L.338; A/AC.35/L.342； 
A/AC.35/L.343 and Corr.l ( 僅有 

英文本）；A/AC.35/L.344

A /4754 and Add.l-A /4759; A/4760; 
A/AC.35/L.341; A/AC.35/L.349

A/AC.35/L.347 

11

簡要紀錄 

226, 227, 228, 
229, 230,
232

228, 229, 230, 
232

228,

230,

231,

229, 230 

232,

232, 233

228, 229, 231, 
232, 233

226, 227, 229, 
230, 231,
232

228, 229, 232, 
233

227, 233, 234, 
235

235, 236

235, 236

235, 236

237, 239, 240

237, 
240

240

238,

238, 239,



項 目

核定提交大會的報告書

( a ) 關於社會進展的報吿書

( b ) 關於委員會一般工作的報吿書

文 件  簡要紀鋒

A/AC.35/L.348； A/AC .35/L.351 241

A/AC.35/L.350 242

附件威

收接就非食冶領i 所遞情報的曰期

依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大會決譲案二一八 

(三) ，依據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遞送情報的會員國 

被請"儘早，至遲於各有關之非自治領土行政年度屆 

満後六個月內將其所持有之最近情報送交秘書長"。實 

際上，就澳大利亜、紐西蘭及美利堅合衆國所管領土 

以外的各領土而言, 所定最長期間於六月三十日屆 

満。就紐西蘭來說，行政年度在三月三H 日結束， 

而對於澳大利亞及美國所管領土來說，行政年度結束 

日期則是六月三十日。

以下是一九E 八年、一九五九年以反一九六0 年 

依憲章第七+ 三條 (辰)款向秘書長遞送情報的日期。 

在一九五八年及一九五九年就其遞送情報但在一九六 

0 年因其獲得獨立或其他充分自治地位而不再就其遞 

送情報的那些領土未列入本表。

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 年

澳大利亞 

Cocos ( Keeling )
Islands  五月七日

巴布亞• •四月八日

九月二十 

五日 

九月二+  
五日

二月二十 

九曰 

八月九日

法蘭西

哥摩羅羣島，… 
法屬索馬利蘭， 

新赫布里地…• •一•九五九一 ■九六0
年0 月 

十四日

年三月

二十五

曰

-九六一 

年四月 

十一曰

a —九五九年三月二+七日法國政府通知秘書長稱此等 

領土已獲內部自洽，因此關於各該領土情報;遞送自一九五七年 

起停止。

特前 

荷屬新幾內亜，

纽西商 

庫克羣島……

尼烏埃島-

托凯勞羣島，

聯合王國 

亜丁............

巴哈馬羣島，

巴蘇托蘭，

貝專納蘭， 

百慕大•…

英屬圭亜那•

英屬宏都拉斯•

英屬佛京羣島•

，九月二日

•十一月三 

曰

•十一月三 

曰

，+ —月三 

曰

年一月

二十一

H
-八月十五 

曰

•九月十九 

曰

•七月二日 

‘九月五曰

-八月十一 

曰

■九五九 

年二月 

十二曰 

-八月十一 

0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0 年

九月一曰 九月三十

曰

十月二十 十一月二

六日 十五日

十月二十 十一月二

六日 十五日

十月二十 + —月二

六日 +五日

一九六0 一九六一

年二月 年二月

三日 二十曰

十一月二 九月十六

十六曰 曰

八月三日 八月三十

曰

六月十曰 八月十日

九月九曰 十月二十

五曰

七月十七 七月二十

曰 曰

十二月二 十一•月二

十三日 十八曰

一九六0 七月二十

年一月 九曰

十三日



一九五八年

波羅乃................... 七月二十

三日

福克蘭羣島......... 八月十一

0

斐濟......................九月四日

岡比亞..................九月H
曰

直布羅陀.............. 八月千一

曰

吉爾柏特及埃利斯 

羣島................... 十月三日

香港........................七月二十

三日

肯亞....................... 九月+二

曰

馬耳他...............................

茅利夏斯............... 九月四日

新赫布里地...........九月+九

曰

北婆羅州............... 九月四曰

北羅德西亞...........八月四曰

尼亞薩蘭...............八月四日

匹特坎島...............一九六Q
年一月 

十A 日

聖海利納...............八月十五

曰

薩拉冗克...............八月+ —
曰

塞歇爾羣島 .......
鯽子山...................十一月+

九曰

一九五九年

八月十七 

曰

一九六0  
年一月 

二十七 

曰

九月九日

七月二十 

曰

七月八日

一九六0 年

七月七日

十二月十 

六曰

十一月三 

曰

七月二十 

曰

八月八日

十一月二 

十六日 

七月十六 

H

九月二+  
四日

九月九曰 

六月十五 

曰

十月二十 

一 日

七月七曰

七月十六 

曰

一九六0  
年一月 

十A 日 

十一月二 

十六日 

十一月二 

十六日 

八月三日 

十一月二 

十五日

七月七曰

六月一曰

八月三十 

曰

十二月六 

曰

七月七日 

九月一曰

八月十二 

曰

七月二十 

曰

七月二十 

曰

七月七日

七月七日

九月十匹1 
曰

六月三曰 

一九六一 

年四月 

二+ — 
曰

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 年

新加坡...................八月十一十一月二  一九六一

曰 十六日 年二月 

七日

所羅門羣島 .八月十一十一月二七月五曰

曰 十六日

斯冗西蘭 .九月十九六月十日八月十日

曰

西印度羣島：

安提贝 .八月十五七月十日一九六

曰 年五月

十九曰

巴貝多斯 .+ 月二日十一月二七月七曰

十七日

多明尼加 .十月二日七月十六八月十二

曰 曰

格林奈達 .八月二十一九六 0 八月二十

二曰 年三月 五日

十四日

牙賈加 .九月二十十月二十七月二十

九日 一日 日

蒙特塞拉特……八月十一八月三日七月二十 

曰 曰

St. Kitts-Nevis-
Anguilla .八月十一九月九日九月一日

曰

聖路西亞 .H-一月十十一月二九月一日

日 十五日

聖文森特  ■九六Q —九六一 一■九六一

年二月 年一月 年五月

三日 九日 十一日

千里達及托貝哥…八月十一八月二十十二月二 

日 七日 十八日

烏千達 .九月一日九月九日八月四日

尙西巴 .九月一日七月十六七月二十

曰 曰

美利盤合隶國

美屬薩摩亜 .二月二十三月十二四月八日

五日 日

關島 .三月匹I日三月十二五月十三

曰 曰

夏威夷...............................一九六0  ——
年五月

六曰

美屬彿京羣島……0 月三日五月一日五月九日



附件春

提暗大食審議的块議革案

大會，

覆按大會一九五二年+ 二月十日決譲案六 0 三 

(七) ，一九S 五年十一月八日決譲案九二九(十)與一 

九E 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决譲案一三二六(十三），曾核 

准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a, —九 

五E 年b , 與一九五八年e所編製關於社會情況的報告 

書。

覆按該委員會會在對非自洽領土自聯合國成立以 

來之進展報告書所提的意見與結論內載有社會情況的 

一項調査研究,d
大會正式紀錄，第七屆會，補編第十八號（A/2219),第.~•編。

b 同上，第+ 屆會，補編第+ 六號0^2908) ,第二編。

C 同上，第十三雇會，補編第十五號(_A/3837),第二編。 

d 同上，第+ 五屆會,補編第+ 五號(AA371),第二編C。

業已收到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於一九六一 

年所編製關於社會進展的報告書一件, e

一. 核准非自治領土情報蕃查委員會於一九六一 

年所編製關於社會進展的報告書並認爲在閱讀該報告 

書時應參閱以往於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五年與一九五 

八年所核准的報告書以及進度報吿♦內所載的調查研 

究；

二.請祐書長將一九六一年報告書送交負責管理 

非自治領土的聯合國會員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各 

區域經濟委員會、託管理事會反有關專門機關，供其 

參考。

三.深信負責管理非自治領土的會員國必將該報 

告書提請有關當局注意。

同上,第+ 六届會,補編第十五號(A/4785),第二編。

附件肆

管理國向非食治領土情報審查类真食所作蘭於 

培養與劍嫌士著務及技術择部的陳述

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於第十二届會，決定a 
(見上第一編柴)將管理國關於所管理領土內培養與訓 

練土著公務及技術幹部所作的口頭陳述以及遵照一九 

六0 年+ 二月十五日大會決議案一五三四（十五）所 

提供關於本事項之情報，作爲委員會向大會第十六屆 

所提報告書的附件。

因此，澳大利亜、紐西蘭\聯合王國與美國所提 

的口頭和書面陳述一併發表於下。如某一政府的口頭 

陳述和書面陳述的內容差不多完全相同時，則紙刊载 

書面陳述。b 如口頭陳述與書面陳述內的情報有某程 

度的重覆時，則有關資料即合併成一個案文。e 如口 

頭陳述含有大量的補充情報時，則口頭與書面陳述都 

以全文發表。d

a 紐西蘭對於本問题未作口頭陳述。 

b 澳大利亞與美國。 

e 荷蘭。 

d 聯合王國。

A.澳大利蓝蘭於在Û布亞培養舆劍嫌土著於務舆技

衛翁部的特別報告e

一 . 澳大利亜所尋求的目的是要使所管理領土內 

的人民進展到能自治的最終目標（但必須使他們能有 

效地承擔處理政務的責任並獲得各國人民的信任與尊 

敬 ）。這不但需要訓練他們的政治意識，使他們能保 

有他ff?的權利與利益，並且遺要使他們在行政的各部 

門獲得訓練與經驗。爲此，管理當局決定在公共事務 

中遂漸任用土著載員並使此項訓練適應公共事務曰益 

擴大的需耍及土著受絞高深敎育的日益發展的能力。

二.行政當局訓練最低級的職員，使 他 —— 如 

果他們自己願意的話—— 得以遂漸擢升至较負責任的 

職位。同時又以各種鼓勵反使利給予较高職位的人

e 本文件經於一九六一年五月+日送交秘書長，隨後又在 

情報審查委員會第二三四次會議的口頭陳述中扼耍說明。全义 

以編號A /4766發表。



員，使他們有必耍的資格以獲得他能勝任愉快的職 

缺。

三 . 負訓練責任的是敎育部、公共事務學院及各 

按術與載業部門，這些機構大都爲每一級的人員講授 

特殊的課程。

四. 領土的公務機關憑資歴任用載員，但是那些 

無資格充任最低級載員的土著，如他們願意受訓練獲 

得某種技能與資歴並願以服務行政機關爲終身職業， 

那庭，他ffl可以被雇用爲行政機關服務員。這一類的 

人員規定須受特別課程的訓練，使他們有資格獲得輔 

佐級的任用。這種課程的耍旨在於使受業者得到可與 

小學後期第九級課程相比的敎育程度。

五 . 公務機關在幾年之前設立輔佐級，主耍是作 

爲一個訓練部門，取錄的資格隨職務的類別而各有不 

同，自低級技術類的第四級加上適當的技能，迄於書 

記與低級專門人員類的第九級考試。輔佐級的訓練一 

部分在服務時間，一部分用受業者自己的時間，方法 

是旧授與課堂講授並用，其目的一般爲使受業者獲得 

"初級"或" 中級" 文憑的敎育程度，使他們有資格進入 

第三級任職。

六.有些巴布亜人就敎育程度言有資格進入公務 

機關，充任較輔佐級爲高的職務，爲使這些巴布亜人 

獲得訓練起見，行政當局在第三級設立了一些繼續受 

訓練的職位。被任用於這些載位的人受到"在職"訓 

練，此外又補充以課室的正式講授；關於薪給與給假 

等等，他ffl受到公務機關的一般待邁。在規定的訓練 

課程完畢及格後，他們有資格擢升至下列職位：

合作社助理員 

外勤助理員 

巡祭助理貴 

測量助理員 

估慣助理貴 

福利事務助理員 

船填視察助理員

交通事務員 

输圖助理員 

實驗室助理員 

線路安装員 

郵政助理員 

技術■助理員 

按術員

與" 在職訓練"不同的是高等專門學校的全部理論訓 

練，這是爲那些願意在第三級內被派充專門類職位 

—— 如敎育助理員與醫務助理員等—— 的巴布亜人而 

殷立的。

七.進入公務機關第二級服務的最低資格是澳大 

利亞的畢業文憑或同等的文憑，有志者並被獎勵在高 

等敎育各部門從事訓練與研究。

八 . 公共事務學院是領土內爲獲得資塵、睦遷與 

專門學識的主耍訓練機構，它繼續開展新的學習途 

徑。學院本來是專供公務機關載員而設的，但琪在它 

亦容納一般大衆。領土內一切人士都可以向該學院徵 

詢關於高等學科研究的意見並請其指導；除摩來西比 

港外，遺有其他的地方也請授大學的課程。公共事務 

學院在非理論課程方面所從事訓練的另一個方法是組 

織成年人業餘班，同時，領土內二+三歲以上的成年 

人，不問種族，都可以報名入該學院學習。該學院在 

促進土著參加公務機關工作方面起着董大的作用。它 

計劃在本年度內爲土著與非土著職員設置一般指尊課 

程和專門訓練課程，擴充準傭大學入學試驗的課程， 

使領土內公務機關的職員和一般大衆得合格入大學研 

究，此外並增加課目，請大學級導師指導。在過去一 

年內，四百二十二位學生利用了公共事務學院所提供 

的學習機會。

九. 除開公共事務學院的訓練之外，敎育部又設 

立了一個特殊部門，稱"入學前輔助訓練班"，学領土 

九百二+ 名學生—— 本年六月三十日的敷字—— 會在 

這個訓練班受業，有的直接在日班和夜班聽課，有的 

利用IS授敎學法。這些學生中，一百四^^一名受的是 

中等課程，其餘受的是次一級的課程。

一0 . 爲激勵載員們攻讀起見，規定了一個薪給 

的限額，超過這個限額的必須經過考試。

一一. 另一個與領土公務機關有關的訓練辦法是 

澳大和亜太平洋行政事務學校（Australian School of 
Pacific Administration) » 這個學校的任務是敎育領土

內的載員和未來的載員遺有，另外的一些人士，由於 

他們和本領土的關係，亦得以就讀該校所主辦的特殊 

課程。課程內有：爲新入領土公務機關服務者的一般 

指導課程，爲土著事務部和敎育部見碧員的特別課 

程，以及爲某些選拔的職員所設有關本領土開發專題 

的研究班。一些巴布亞載員亦參加這些課程與研究班 

的學習。

一二. 土著事務部又在地方政府及合作社方面従 

事其他的公務訓練。

地方政府會識

一三.新幾內亞託管領土內有兩個中心負責有關 

地方行政會議事務的訓練：一 個 是 R abaul附近的 

Vunadadir地方行政訓練中心，一個是Madang附近 

的 Ambenob會譲所。對於行政人員按期設立特别課 

程，同時，爲地方行政助理人員及書記等人舉辦六個



月的訓練班，接受地方政府會計法、簿記及其他科目 

的基本訓練。這些課程是爲在學校內升至第九級的學 

生以及畢業後爲地方會譲所任用的靑年而設的。地方 

政府助理員遺耍接受關於地方政府立法、集會程序反 

所有會議工作之雜務方面的訓練。在爲某一會譲任用 

後，他們要繼續接受實黯事務的訓練，當他們經充分 

訓練後，這些助理員使有能力爲會譲的大部分工作提 

供意見並協助進行。

一四 . 上述的■練培養了許多必耍的人員使地方 

行政會議可以進行工作，因而大大地擴充了這種行政 

會議的蓮動，一九五一年紙有一個會譲，它的工作所 

及的民衆約爲二，五0 0 人，到了一九六0 年，會譲的 

數字增加到十六個，民衆約爲十萬人。爲這些會譲服 

務的都是合格的土著人員。

合作社

一五.合作社職員的訓練在摩来斯比港的合作社 

敎育中心進行。這個敎育中心是全已布亜相新幾內亞 

的合作社集資並由澳大利亜邦協銀行捐敦建築的。行 

政當局供應訓練的師資並供給學生的腾宿費。課程的 

內容有初級簿I已和編製商業張目與出納表格一類的經 

商技術，其目的是要訓練一批視祭員、書記和倉庫管 

理員。具有第八級程度的學生才有資格進修願察員和 

書記的課程，每一種課程爲期約S 個月。倉庫管理員 

課程的進修資格絞低，學習期間爲六個星期。

一六. 一九S E 年所設立的合作社敎育中心曾培 

養了二百多個巴布亞人。新幾內亜託菅領土和梭羅孟 

羣島的學生也有進修這些課程的。去年一年，一共有 

二十八名學生受了倉庫管理員的訓練，三+三名學生 

受了視察員称書記的訓練。巴布亜合作社的載員完全 

是巴布亞人。自一九五0 年巴布亞人提倡合作社後， 

造今已成立了一百二十二個社，聯合成爲一個合作社 

感會，去年一年的業務敷額爲五十萬镑左右。

教育與師资训線

一七.後期小學及中學級的正規敎育訓練在領土 

和澳利亜同時進行。

一八 . 小學第七級結業後，學生有三條途徑可以 

選擇： （一 ）進入純土著中學，四年後可以投考昆士 

蘭大學； （二 ）進入混合中學，準傭役考南方新威爾 

斯學校； （三 ）進入中間學校學習至第九級，然後 

受師範訓練或其他技術或專業的訓練。

一九.行政當局與各傳敎會同時負責訓練巴布亞

敎師。有敎師訓練四種不同的课程，分別爲A ,B ,C  
和D 四班。" A "班深程爲期一年，入學資格就傳敎會 

的學生言，爲第六級程度。" B " 班課程亦爲一年，入 

學資格一律爲第九級程度。C 班課程定期雨年，入學 

資格爲有昆師蘭初級畢業文憑（Queensland Junior 
Certificate),但目前程度稍差者亦得錄取。D班課程 

今年卞開始，這是一個特殊課程，就學者爲經飄別後 

的有第六級程度的學生，內容爲普通的敎育加以師範 

訓練，直至達第九級的程度爲至。在本課程的第四年 

度內，實施師範訓練，使學生達到B班課程的結業程 

度。

二0 . 去年六月三十日，在摩來斯比港師範學校 

就學C 班的有見習生六十名，內女生四名，同時，在 

意度已達師範訓練中，ti、（ Idubada Teacher Training 
Centre ) 就學A班的有見督生H 十名。

二一. 同一個日期，在巴布亜傳敎會所設的六處 

師範訓練中心受訓練的學生有一0 四名，內女生十三 

名0

二二.由於對行政當局和傳敎會所設學校的敎師 

愈來愈着S ’t在載" 訓練，所以其結果是在學校的假期 

全領土設立了許多進修班。去年，每一區都設立了一 

雨種課程，使敎育部得以更密切地監營土著敎師的; 
作—— 特别是那些資塵絞低的—— 並提高學校內的一 

般敎學程度。

二三. 巴布亞敎師遺可以受® 授的課程，敎育部 

遺維持了一個專門性的圖書館，由一位有經驗的鬪書 

館員管理，供專門性職員閲讀之用。

獎學金

二0 . 自一九£ 四年以來，爲巴布亟資質聰顯的 

兒童設立了許多奨學金，使他們得以在澳大利亞完成 

學業，他的全部學費和其他費用都由行政當局負 

擔。去年， 三名巴布亞兒童獲得了到澳大利SS就 

學的協助。

技街舆專業訓嫌

技術训練

二K . 巴布亞有行政當局設立的雨個和傳敎會設 

立的雨個技術訓練所，招牧第六級程度的學生，進修 

四年的技術課程。前一二年設專門課程，有英文、算 

術、社會、普通科學、圖案晝、木工和金工，在後二 

年內學生專修行業中的一巧。



，徒训辣 漁業训線

二六.技術訓練所又爲土著習藝計劃下的藝徒設 

部分時間的一般課程。這個計劃的課程內容與澳大利 

亜習藝計劃大致相同。去年，有一0 四名巴布亞人學 

習二十一種不同的技藝。

二七.在澳大利亞對於高級的藝徒還設有學習的 

課程。去年，一個十七歲的巴布亞藝徒曾在第一年考 

試中名列前茅，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成就。這個藝徒 

爲 Shell Company所任用，在 Brisbane受按術訓練。

農當训辣

二八 . 農業訓練從基本開始，用直接與間接雨種 

方法進行。在村一級，敎育是用巡視、農藝傳習所、 

農村團體和幫助農民出售農業品等方法與農村社會保 

持聯鬆。行政當局的事務一方面是在農民自己的土地 

上工作，另一方面是在政府開辦的農藝傳習所講授；同 

時，直接訓練分三級：訓練專門及半專門的農藝家， 

備領土未來之用；訓練土著助敎，以協助施行農業傳 

習方案；訓練農人本身以便在農村增加富有經驗的農 

民敷字。

二九.農業傳習所舉辦九個月至十二個月的農民 

訓練班。迄去年年底止，有二0 六名巴布亞人接受此 

種訓練，同時，另有二十二名練習生被派在傳習所充 

任助理。

三 0 . 較次於中間程度的學生有願意受農藝的特 

殊訓練者將在低於受文憑程度的課程中學習。爲此， 

行政當局計劃在Popondetta擴充農業傳習所，但在此 

計劃未實行之前，每年有學生二十五名在摩來斯比港 

附近的Mageri農業訓練所受訓練。

三一 . 不久將在新幾內亜依計劃設立Vudal農業 

專門學校使在中間學校課程修業完畢的學生有進修的 

機會，可以獲得全部課程的畢業證書。

三二 . 農業部內有許多職位，可以任用各高低訓 

練班畢業考試及格的學生，以便農業知識之迅速普及， 

並儘量實補部內第二、第三及輔助級所有的員缺。去 

年一年內，輔助級任命了十四個新職員。

三三 . 農業部內各級職位都有作業訓練的辦法， 

同時，每年並設有農業與獸醫的訓練班。去年獲得大 

學獎學金的一位巴布亜學生現在在雪黎大學攻讀農 

科。另有雨名在澳大利亞農學院進修，準傭考試獲取 

文憑。

三四 . 漁業司的訓練包括至少三年的作業訓練， 

內有魚類與貝殼類之研究，以及内河、江口、碟海捕 

魚的問题，各種漁具之製造與修理，海員必具傭之知 

識及捕魚操作。

三五.畢業考試及格的學生獲得機會可以受更完 

備的訓練，使他們有資格在農村內講授捕魚方法及如 

何装置魚類準備出售，管理捕魚站工作並親自捕魚， 

输製並蓮用新漁具，管理長度可達六十尺的漁船。

三六 . 目前有二+ —名漁業助理在受訓練，另有 

五名經列爲漁業作業員"，他們已有充分的能力可以 

在捕魚m作的許多方面，船隻與引擎之保養，及簡單 

的修理工作，從事對其他的學生作初步的訓練。

休業训辣

三七.巴布亞和新幾內亜都非常需要森林看護 

員，林業部組織在載訓練，自最低級開始，逐漸提高 

程度。摩來斯比港並舉辦特別訓練班，新幾內亞亦設 

有訓練中心，使巴布亞入獲得進入公務部Pg輔佐級的 

資格。隨後的訓練便是助理看護員所受的K 年在職的 

訓練課程，使他們有資格被擢升爲正看護員。

三八 . 此外，遺設有十二個森林看護見智生的員 

額，訓練課程是在澳大利亞大學受兩年的基本科學敎 

育，在領土實智一年，然後在坎培拉的澳大利亜森林 

學校學習雨年。

三九 . 巴布亞人，紙要有合適的資格，就可以得 

到森林部內所有的職位。一位十七歲的巴布亜靑年森 

林看守助理員，本年被保送费贊森林學校，以使受十 

二個月的特殊訓練。但是第一個被派出洋研究森林學 

的巴布亜人；當他在费贊學校畢業後，他將被派充任 

行政當局所設森林學校的敎載員，以便協助訓練土著 

爲森林看護人。

般海训辣

四0 . 海關與航海部的航海科計劃訓練f i布亞人 

充沿海航行船隻內的船長、士官、和工程師的職務，目 

前正在草擬爲此目的之訓練船隻的專業課程。見習員 

在畢業後有資格應試，以使獲得沿海航行師的證書或 

其他任務的同等證書。在較低級的訓練中， Hollandia 
的航海學校負責訓練海員與機械揉縱員，表現有充分 

學習能力的學生在海上實智一個時期後，可以有擢升 

的機會。



四一. 去年年終有十二個B 布匪人在 Hollandia
畢業，經被派在領土內行政當局及私人所有的船隻上 

服務。第二批的十二個學員現正在受十個月的訓練，以 

後擬每年選派同等敷額的學生受訓練。入學資格爲十 

六歲至二十一歲，第六級畢業夜體格檢查合格的學生。

部雷训線

四二.郵電部在摩來斯比港的郵電訓練學校爲各 

種郵電工作的職員設有在載訓練的全部課程。受訓練 

的學生有資格進入公務員的第三級。

四三. 該訓練學校設有各種技術訓練課程，入學 

資格亦各不相同。受無線電反電話按術員訓練的學 

生，最低入學程度爲第九級畢業；課程共爲S 年，其 

中雨年在學校內全時學習，其餘的三年就地實習。去 

年年終有五個巴布亞人學智這一門課程。

0 四.電報收齋員和電報打字員訓練課程的入學 

資格亦是第九級畢業，課程期限爲三年至四年。去年 

年終亦有五個巴布亜人學智道一門課程。

四五.郵務訓練課程的入學資格亦是第九級畢 

業 , 期眠與上相同。去年有三個巴布亜人學習這一門 

課程。

四六.電線員訓練課程的入學資格是第七級畢 

業，期限亦是三年至四年。去年有三個巴布亜人學督 

道 門 課 程 。

四七. 去年年終，有十六個巴布亞學生在學校內 

寄宿，據預測，未来學生的數字將逐年增加，因爲公 

務的這一部門非常需要合格的技術人員。

醫務训線

四八. 衛生部內的訓練由專司負責，包括關於衛 

生及送藥的許多課程。

四九.行政當局利用各種可行的辦法向大衆散佈 

關於衛生敎育的知識，以改進市村人民的一般键康。 

爲棒量蓮用此種訓練辦法起見，特設立中央衛生敎育 

委員會，以衛生部、敎育部、土著事務部、和農業部 

內的常任職員組成，目的在使衛生敎育成爲各部門工 

作的一部分。爲實施道個政策，澳大利亜國立太平洋 

各地行政專科學校爲各部Pg的職員都設有衛生敎育的 

一門課程。

五0 . 衛生部內爲任用和擢升而施行的较爲專門 

的訓練有各種的辦法。和公務內所有各部—樣，巴 

布gs人特別受到鼓勵。

助理普務■员

S . - . 領土內的最高級訓練是巴布亞醫務學校, 
道個學校附屬於摩来斯比港的總醫院，訓練醫務助理 

員。課程是預料一年，繼之以五年的進修，課程內容 

與澳大利亞大學的醫科相同，但考試標準絞寬。去年， 

有巴布亞的六個男生和雨個女生預料畢業後入正式醫 

科第一年級肆業，現正專修化學、動物、植物、物理 

及社會學等深程。一九六0 年內有八名G 布亞學生入 

預科肆業。

敬士剑線

五二. 摩來斯比總醫院亦設有護士訓練班，其課 

程以澳大利亞學校的深程爲準則。考試反格的女生被 

任爲護士或助理護士，依成績而定。考試及格的男生 

充醫院助理。

五三，上一個會計年度結束時，有四十三名女生 

( 內三名是梭羅門羣島的女生)在摩'来斯比港修護士課 

程。就學的多數巴布亞人在學業完畢考試及格後將繼 

續在領土公務部門;I:作。

救敬站助理生

五四. 救護站助理生的訓練—— 農村階層的巴布 

亞男醫務員—— 是整個訓練方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訓練寐程設在北區 Saiho的救護站助理員訓練學校， 

學生學智適用於救護站：!：作的醫務及衛生的理論與實 

智課程爲期雨年，在該校授課的都是全時的歐洲籍講 

師，輔以專爲此而受訓練的土著助理。去年年終，有 

三十個助理生在受訓練。

普院助理生

五五 . 醫院助理生從事經常的看護I t作，他們在 

醫院內在主任醫師的監督下，受助理醫務員的訓練。 

去年，有巴布亜一八E 名男生相三十五名女生接受此 

種訓練。

牙料、實驗室及X 光助理員無助理生

笠六，具有第九級程度的學生得受訓練充牙科及 

實驗室的助理員，至於X 光助理員的訓練，紙須具有第 

七級敎育的程度即可。這一類的訓練課程爲期三年， 

地黯在摩來斯比港的總醫院。目前有三個學生，各別 

在受牙科、X 光及實驗室的訓練課程，另有六名在受 

實驗室助理生的訓練。



發疾防樂助理I

五七. 癒疾防禦助理員受雨個月的訓練，使他們 

可以從事瘾疾防禦的工作並就地監督此種工作。去年 

有四個學生受此種訓練。

幼兒與處辟的播利

五八 . 幼兒、兒童與產婦衛生司正在訓練少女充 

産科助理生、幼兒保衛助理生、産科助理員和幼兒保 

衛助理員。行政當局設有雨個訓練所，佈道會設有五 

個訓練所，去年在這些訓練所畢業的有十個幼兒保衛 

助理員，十七個産科助理員，雨個幼兒保衛助理生和 

雨個産科助理生。此外，有三十一個學生在行政當局 

所設的訓練所，五+七個學生在佈道會所設的訓練所 

受訓練。課程爲期雨年，畢業後可充幼兒保衛助理員。 

願充M科助理員的須再受一年的訓練。

、學前助理貴

五九.入學前助理員在許多學校受合格的敎師訓 

練。訓練課程共爲雨年，入學資格是第六級的程度。 

這一類的助理員畢業後須在敎師督導下在農村再工作 

一年，然後便有資格在市村的兒童遊戲場充看理員。 

琪在有四個學生在受訓練。另一名畢業生在摩來斯比 

港附近的Haimabada服務。

六0 . 除上所述關於醫務及衛生的各種訓練課程 

外。另規定凡合格的學生都可以在設於斐贊島的中央 

醫科牙科看護科學校受課。去年有十九個學生進修下 

列的課程：

醫務助理員...............................................   0
牙醫助理員....................................................二
看護訓練........................................................二
X 光照射學................................................... 二
實驗室助理員............................................... 三

警務

六一.巴布亜和新幾內亜新招募的警務人員先接 

受十二個月的訓練，隨後可以進修半時的或在職的許 

多訓練課程。有一些學生不時被邀選受特殊課程的訓 

練，以便成爲專門人員或擢升爲警士。

六二. 最近購得了一塊土地，用以建築警務學校， 

被錄取的巴布亞人反新幾內亜人須修四年的訓練課

級警務助理員，並有同等機會被擢升充任警務方面的 

其他職位。由於學校建築需時，現在已經着手訓練學

生十名，這些學生將來在學校完成他們的學業。學校 

開始時可以招取四十名新生，以後每年招取二十名。

六三. 目前在巴布亜和新幾內亜的三0 七0 名官 

警、警士和警祭中，有一二三5 ：名在巴布亜服務，其 

中只有三十五名非土著。

六四.由此可知澳大利亜政府在設法訓練行政部 

門各方面的人卞，以便使巴布亞人得遂漸進入行政部 

門服務。由於衛生、農業、敎育、和行政部門其他協助 

任務日覓擴充，訓練巴布亜人的工作也日見積極，這 

樣使他們能在擴大的公務部門中取得他們的地位。値 

得記載的是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0 年的一年中有九 

十三名土著進入領土的公務部門供載，到去年六月三 

十日，全部任職公務部門的有三五五名，以後迄一九 

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六個月中又有五十二名被委 

派任載。在去年新任命的九+ 三名職員中，三十九名 

是敎師，三名是衛生助理員，二十名是技術助理員， 

十五名是地方助理員， 十六名是助理書記。許多書記 

一類的任命都是在合作社和土著事務部的土著地方政 

府內從事專門性的工作。

B . 赛商所提關於赛屬新幾内亞培眷及劍練i 著於務

舆技衛人員的特别報告書f

一 . 作爲荷屬新幾內亜管理當局的荷蘭政府非常 

重跪訓練公務和技術的土著人員，使巴布亜人得以在 

領土事務內取得愈來愈大的責任。

二 . 目前，土著所據有的職務，大半是低級和中 

級的。如欲使"土著化" 方案成功，那便必須使已布亜 

人擔任大部分的政府高級載位。

三. 一九六0 年中曾草擬一個三年發展計割， fP 
爲領土發展新十年計劃的張本。道個計劃弗常注意於 

領土政府的" 巴布亜化"及在各方面訓練土著人員，意 

在培養一批專卞，亦即一批受有適當敎育的巴布亜人， 

使他們的入數愈來愈多，可以繼承外来的領土行政人 

貴的載位。《

四.領土行政的愈来愈巴布亞化遂漸使荷蘭人員 

的工作紙局限於提供技術描助一方面。將來所有荷蘭 

籍職員都作爲領土政府向本土政府借用的人，他們的 

職務的臨時性質將因此而更爲顯著。

f 本報告原文於一九六一年五月+ 日送致秘書長，隨以編 

號 A/_4767分發。其先原爲一項口頭陳述,於情報審査委員會第 

三+ 七次會議中發表。

8 本節爲荷蘭代表口頭陳述的一部分，但並未載入以A / 
4767編號的書面報告中。



五.敎育舆公務人員培養的計劃顯然是一件長遠 

的事。因此，領土所草擬擴充一般敎育和訓練土著人 

員的計劃推遠至十年之久。一九六0 年內，在爲政府 

服務的八、七四三名人員中，有四五E —名是土著， 

亦即百分之五二。到了一九七0 年，預計在一二五0  
0 名政府權員中，將有百分之九十三是土著。在同一 

年內，區行政人員的百分之九+ 將爲巴布亜人。爲了 

在十年內達到這個目標起見，有七千左右的巴布亞入 

將接受各種政府任務的特別訓練。换言之，就是他們 

在受完普通敎育之後，還要受專門或職業的訓練。

六 . 據估計，在十年後，需要初等中學畢業生二 

千名，高等中學畢業生二五0 名，鄉村學校敎師三五0  
0 名，小學敎師二 0 0 名，低級技術學校畢業生六0 0  
名，後期按術學校畢業生三0 0 名，高級按術學校畢業 

生五0 名和受過大學敎育的巴布亞人四十名。爲在+  
年的時間內達到這個目標起見，目前領土內的敎育設 

備必須大大地擴充。現在初步措施已經採取，自一九 

六五年以後，政府各機構的B 布亞化可望迅速進行。

七.行政當局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要擴充後期小學 

敎育，因爲這是訓練政府人員的基礎。à 需要設立更 

多的初級中學。這種學校設有四年的課程，作爲六七 

年初級敎育的補充。初級中學是高級中學的基層結構 

課程和本土初級中學的課程相似，但更切合領土的特 

殊需要。舉例言，紙有英文是必修課，而在本土的初 

級中學內，英文法文和德文都是必修課。一九E 七年， 

領土內紙有初級中學一所。一九五八年有了四所，一 

九六0 年有七所。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的一段 

時期內，將再增設三所。一九六0 年，初級中學學生 

共有四三0 名。學生大多敷是土著。

八 . 除初級中學外，遺有兩種後期小學性質的學 

校，一種是 M U LO型的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道兩 

種學校都有巴布亜人就學。高級中學共有五年的完全 

課程，與本土的學校相同。高級中學畢業生可以進入 

大學。一九六0 年，在三個已有的M U LO型初級中 

學外，又,增設了雨所。領土內有高級中學一所。初級 

中學和M U LO型初級中學的畢業生亦可經由高級中 

學而進入大學。一九六0 年，高級中學學生有一五0  
名，其中十五名爲巴布亞人。目前有五個巴布亜學生 

在荷蘭的中學求學。

九 . 一九六一年內，一個新型的高級中學（所謂 

H BS-C型學校）將在領土內開辦。道一類型的學校具 

備全盤的中學課程，同時特別董視領土的需要。

一0 . 師資訓練對於培養領土的土著人員當然是 

特別重要的。如果後有受適當訓練的敎師，那就不會 

有受適當訓練的專：f 。

一一 . 目前，有六所訓練鄉村敎師的學校，一九 

五二年則紙有一所。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的一段 

期間內將增設丘所。目前的三年課程將改爲四年。第 

四年將特别用於農業和公共衛生的敎育，以及充社會 

活動領導人物的訓練，因爲農村社區對於村敎師的學 

問和領導：t ■具必然會有董大的要求。一九六0 年中， 

有一一五名男子和十三名女子畢業村敎師訓練學校。 

學生總敷自一九£ 二年的一七三名增加至一九六0 年 

的H五三名，其中四0 四名是土著。一九五二年，全 

部村敎師中的百分之四十是巴布亞人，到了一九六0  
年，這個百分比提高到六十五。

一二 . 一九六0 年又開辦了一所较高深的敎師訓 

練專門學校。初級中學畢業的學生卞許進入這一所學 

校。村敎師訓練學校的畢業生在進修一年後亦可進入 

道個學校。敎師訓練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將替代初級學 

校 B 和進修學校中自外國聘來的敎師。這個專門學校 

中自外國聘来的敎師。這個專門學校現在有學生五十 

五名，其中四十三名是巴布亞人。

*九六二年將在領土開辦一所後期按術學

校。

一四.土著區行政人員訓練學校是幹部訓練最重 

要方式之一。這個學校創辦於一九S 四年，入學資格 

爲初級中學畢業生，課程爲期雨年。目前，它亦招收 

後期學校和B 型初級學校的畢業生，但這些學生須先 

修專設的補習課程。道個專門學校的課程有荷蘭文與 

英文、算術、地理、人類學、行政課目、簿記、急救 

法、衛生、和體育。一九六0 年，該校有學生二十八 

名。自一九五二年造一九六0 年，一共有九十五名學 

生—— 其中八十九名是已布亞人—— 畢業該校。目前， 

領土的七十四個區中，有三十四個是由已布亞區行政 

人員管理的：不久他們將佔據大多敷。今年有E 名最 

有經驗的巴布匪廣行政人員，被保送入特別訓練班進 

修，以便使他們可以擔任行政分科的職務，道種載務 

迄今紙有外来的人員擔任。當然。巴布亞區行政人員 

的行政權力偏及轄區內所有的人民，不論他們的種族 

或宗敎爲何。最近幾年來，政府各機構的巴布亜化在 

迅速進行中。一九五四年，有八九0 名土著職員擔任 

固定的載位，一九六0 年，土著載員的總數是二一九 

二名，佔有全部政府画定員額的百分之三十七左右。



一五 . 警察訓練是另一個受到重大注意的事項。 

一九五八年創辦了一個幹部訓練班，以便培養一批警 

察站的站長。迄一九六0 年止，這個訓練班的畢業生 

共有五十八名，其中三十五名是巴布亞人。今年將設 

一個新班，培養警長。不久更將設立一個四年爲期的 

訓練班，訓練巴布亜人充任警祭副督察長。進入這一 

班的學生應具有初級中學畢業的資格。

一六 . 蓮輸及電力部設立了一個航海初等學校， 

內有各種課程，傭村小學、後期小學和P .M .S .學校的 

畢業生進修。另有爲一級海員和高敏海員而設的訓練 

班。這些海員中的優秀分子可以再進修十個月的課程， 

成爲沿海航行的副船長。有政府所頒發的副船長文憑 

的可以晉升爲正船長。這些課程並不眞正是幹部訓練 

的課程，但紙是進入幹部級的一種準傭。

一七.一九六0 年又爲P.M .S.學校的畢業生設*  
了一個新班，修業完畢後可以充任副船長。經過三個 

月的理論學智後，學生須在船上充當海員，服務九個 

月。隨後，他需要修一年的理論課程，另二年在船上 

實習，充當一級海員。在這個二十四個月的實習時期 

後，還有最後雨年的理論學習，然後全部課程才算完 

成。

一八. 和上述課程平行的，有爲輪機室練習生設 

的十個月的訓練班，隨後遺有十個月的輸機室助手的 

訓練班。一九六0 年，開辦了與訓練副船長（海岸航 

行 ）平行的第一個幹部訓練* 。這是輪機室（海岸航 

行 ）的訓練班，入學資格是初級中學畢業。

一九 . 衛生部亦設有許多訓練班，培養低級的醫 

務人員，例如護士、產婆、癔疾防衛助理員、實驗室 

助理員和藥劑師助理員。

二0 .  —九五九年中，雨個初級中學畢業的學生 

被派送到费贊島的Suva市，在中央醫科學校進修三年 

的牙科課程。另有七名初級中學畢業生正在摩來斯比 

( 巴布亜)港的醫科專門學校學習，準傭充助理醫師。 

在這五年醫科後，畢業生可以深造，受全部醫科訓練， 

其課程舆澳大利亜大學的醫科程度相等。

二一.行政當局計劃每年派送十名至十五名初中 

畢業生至摩來斯比港的醫科專門學校學習。

二二. 由於歐洲經濟聯盟發展基金的財政協助，

现在正在Hollandia設立一個一，二九0 , 0 0 0 美元 

的醫院。道個醫院，除其他任務外，將成爲集中訓練

預防、洽療與環境衛生方面的低級及中級醫務人員的 

機構。

二三 . 領土政府的其他部門，如氣象及民航局、 

財政部、郵務處和土地登記製圖所，亦都設立一些訓 

練課程。因此，領土本身僕可以満足關於合格氣候觀 

察員和報吿員、財政牧支會計部門的辦事員載員、郵 

電部低級技術人員、土地測量師，等的需要。

二四 . 一九六0 年中，六名初中畢業生被派赴摩 

來斯比港郵電部所設的技術訓練專科學校受訓練，預 

備充任無線電技師。

二五.四名巴布亜人琪在正在梭羅門島南太平洋 

委員會所設的造船班接受兩年的訓練。這個訓練班是 

南太平洋委員會和梭羅門島政府合作由聯合國技術協 

助局出資創辦的。這個訓練班訓練太平洋區的人員製 

造小型漁船和蓮輸船隻並修理小型海船柴油51擎。

二六 . 由於歐洲經濟聯盟發展基金供應經費，現 

在 Manokwari設立一農業訓練所。這個學校附有一個 

地形科，它將成爲訓練初級農業與森林技師測量師、 

專任測量師等的一■個機構。

二七 . 在荷蘭，現在有三十五名巴布亞男女學生 

在中學大學與職業訓練學校求學。內中有三名在修五 

年的大學課程。

二八.荷蘭政府計劃未來每年派遣人數遂漸增多 

的巴布匪靑年前赴荷蘭，進入大學中學和技術學校深 

造，或在特別按術訓練班學習。

C . 赃商商所提關於在库克、足烏愛、族克f t ï f t
(Cook, Niue and Tokelau Islands) 培秦及訓練

土著在務舆技衛人員的特別報告書h

一 . 庫克羣島共有十五個小島散處在八+ 五萬方 

哩的洋面。全部土地面積爲九十三方哩，人口依一九 

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估計爲一八，0 四一人。最 

大的島，Rarotonga,佔全羣島面積的四分一以上，人 

口共爲七，八二七人。最小的島不及半方哩。人口爲 

九十人。

二.目前庫克羣島公務機關的組織很類似紐西蘭 

的公務機關，各部受以駐節專員爲首的一個中央機 

關管理。各部巧的首長大半是外來" 的歐籍人士，其 

下主耍是庫克島的職員。

h 本報告書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送致秘書長，原ÿC前曾 

以編號A M 7M分發情報審查委員會各委員。



生在澳大利亞習牙科（遺有一些庫克島人在當地的 

Tereora專科學校和師範學校受訓練）。

九 . 以下是一九六0 年獎學金計劃實施成績一

斑 :

六名敎師獲得師範C 級文憑，

一名牙科護士畢業，

一名學生獲得碼士學位，另一名學生考試及格可 

獲文學士學位，

一名學生得法學士學位，

一名學生得園藝學文憑，

雨名學生速記打字科考試反格，

一名學生部分科目考試及格，可獲工學士學位， 

一名學生醫科學位考試完畢，另一名學生考試及

格，

三名學生學校證書考試及格，

兩名學生大學入學考試反格。

一0 . 此外，有十七名學生在紐西蘭習藝或接受 

在職訓練。其他的學生在就讀師範專科學校，受Ü 士 

訓練，或就讀商業學校，等等。一位庫克島醫務助理 

在斐贊中央醫科學校就學，準傭獲得公共衛生文憑， 

當他將來有充分資格後，便要代替歐洲籍衛生醫務人 

員。

一一 . 下表說明自海外反當地任用的人員敷字， 

道是一九六0 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數字，以後又略有變 

動。

來☆海外的當地任用的合

人 员  人 员

男 女  男 女 計

三.紐西蘭政府的政策是要使庫克島人民逐渐多 

負管® 羣島的貴任。爲此，島民正在接受行政各方面 

的訓練。

四. 進入公務機關服務的人都須經過考試，行政 

當局設有學校，訓練學生準備應試。隨後，機關內部 

和在載訓練計劃又進一步敎授公務人員Maori、英文、 

算術、社會研究、公務智識、會計和文書常識。年資 

深的公務員敎資淺的人員，幫助他們應初級考試 " ,  
薪綺的增加鼓勵職員們去應試。一九六0 年，二一三 

名應試人中有一三六名反格。本年又設立了一個"高 

級考試" 制度。

五.紐西蘭政府的獎學金計劃使庫克島居民可以 

受高深的敎育。同時聯合國所屬國際機構如世界衛生 

組織、國際勞工組織所提供的研究金和獎金亦都善爲 

蓮用。獎學金計劃已經開始有結果，一九六0 年中， 

有三個庫克島民得到學位。一個醫科畢業考試反格， 

一個得碼士學位，另一拉得法學士學位。

六 . 這個計劃爲未來培養許多高級的公務員。以 

下的職位已經由在領土外學成的庫克島民所擔任：

十六名醫務助理員。他們是在斐贊島S u v a中央 

醫科學校受訓練的，內中有一名擔任肺病療養院院 

長，還有一名是麻疯病治療專家。

兩名牙醫助理，一名牙科護士

雨名有園藝畢業文憑的農業技師，

六名有紐西蘭文憑的敎師，

一名在紐西蘭受過訓練的警察。

七. 此外，雨名最近在紐西蘭獲得法學和輕濟學 

學位的庫克島民即將就高級的載位，一名將充高等法 

院書記官，另一名將任政府秘書辦公室行政助理。其 

他高級職位由庫克島民擔任的有負貴實施拟橘生產計 

劃的農業督察員，Pukapuka的駐節專員以及Mitiaro 
稀 Rakahonga的文書長。庫克島人還擔任合作社高級 

職員、護士、X 光技師、牙醫助理、木工工頭、工程 

監察員。所有小學的敎職員和校長，除開一所附屬小 

學外，都是庫克島人。

八 . 目前，一共有七十一名庫克島人在獎學金計 

劃下在紐西蘭深造，有的學習技術，有的學習理論智 

識。當他們0 庫克島後，可望在行政部門中服務。此 

外，有十九名學生在西薩摩亞就讀Avele農業專科學 

校，五名學生在Suva的中央醫科學校學習，另一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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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島喚（s 節員等） … 4 24 6 34
行政公署*  (包括旅館及

冰箱在內）...................6 2 4 11 23
雜項 ................  25 25

總計 79 12 485 848

* 不包括三個部長級人員在內。

旌 . 依規程第一三0 條所任用的人員（大部分由 

工程部和農業部所®用按日計算的粗工）未計。

足鳥爱島

一二 . 尼烏愛島的面積爲一百方哩强，人口爲 

七八一名（一九六0 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敷字）

一三.尼烏愛島行政當局的一般政策是要訓練尼 

烏愛島人逐漸參加尼烏愛島的行政事務。爲此，行政 

部門內的訓練工作與庫克島的公務機關所實施的大致 

相同。同時亦蓮用紐西蘭政府獎學金計劃、Su va的中 

央醫科學校、Avele農業學校、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 

機構所發的獎學金和研究金。有許多敎師和其他的按 

術人員亦經派送紐西蘭受訓練。

一四 . 目前，行政部門高級職員中大部分是"外 

來的" 歐籍人士，但預期未來尼烏愛的行政部将由 

在紐西蘭及其他國家受過高深訓練和敎育的尼烏愛人 

擔任。此項訓練與敎育的詳情見下：

一五.一九六一年中有二十三個尼烏愛人在獎學 

金計劃下在紐西蘭進修下列課程：

計 ........................................................... .......
師範學院........................................................三
護± ...........................................................  一

習藝（木匠）...................................................
商業學校................................................... ........
高等小學 ................................................... 一六

一六 . 去年有一個完全合格的敎師囘到尼烏愛， 

有一個學生上月囘來了，他紙須應雨次考試便可以獲 

得園藝學文憑。另一個學生考試及格可以獲得會計師 

文憑。七個學生在Avele農科學校進修，六個譲士在 

西薩摩亜受訓練。 S u v a的中央醫科學校又在訓練高 

級護士和醫務助理。另外有些尼烏愛人在當地的高等 

小學（至第四級爲止）和師範學校受訓練。

一七.行政部門內的大多敷載位是由尼烏愛人擔 

任的。一般的政策是儘可能使尼烏愛人填補空缺。在 

海外受過訓練的雨名尼烏愛人已經在擔任牙科主任和

駐節專員助理秘書( 不久即陸爲秘書）的載位。六名 

尼烏愛敎師在紐西蘭獲得文憑。尼烏愛人也擔任高級 

載位，例如土著土地法院書記官、郵政局長、工程藍 

督員和財政部高等書記。

一八 . 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有若 

千變動），常設員額內有歐籍人三十一名，內衛生部 

四名，敎育部九名，工程部十名。常任職員的總敷是 

尼烏愛人一七五名，歐籍人三十一名。

族克f t ï f t

一九 . 多克羅羣島是三個珊蝴島組成的，彼此相 

隔五十哩，全部土地面積爲四方哩，人口一，八 0  0  
左右。

二0 . 駐節羣島南三百哩的西薩摩亜高等專員亦 

是多克羅羣島的行政長官，由紐西蘭的一名行政人員 

襄助之。西薩摩亜政府的官員經赏訪問這個羣島，他 

們向行政長官提供技術方面的意見。

二一.每一個删蝴島上的地方公務都受一個由選 

舉産生的 Faipule監督，這個人員同時又是法官，當 

地的市長和職員們襄助他執行任務。

二二 . 羣島內十七名合格敎師是本地人。三位醫 

師是薩摩亞人，但有雨名多克羅靑年IE在獎學金補助 

下就讀於 S u v a的中央醫科學校。另有七個學生亦在 

獎學金補助下在西薩摩亜就讀；一個是在薩摩亜專科 

學校，雨名在Avele農業學校，餘四名在佈道會所設 

學校攻讀。

D. 聯合王國所提蘭於在英管各領土培養及訓绿土著

务務舆技衛人員的特別報告書i

一 . 大會決譲案一五三四（十五）所處理的問题 

是非常重要而複雜的。它請管理國向非自治領土情報 

審查委員會第十二届會提供特別報告書，同時又耍求 

將關於本問题的情報載入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三條 

(辰 )款所遞送的常年報告書中。本報杳書之編製當然 

須根據现有的資料，同時這也紙能作爲關於一•個廣大 

题材的第一個幸ft吿書；如將內中所述用世界眼光來作 

一個比較，那顯然是有某種限度的。

二 . 如所週知，聯合王國對所管理領土有一個原 

則，就是使領土政府掌握最大的權力與載務，向倫敦

Î 本報吿書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二+ 四日送致秘書長，原文 

前曾以編號A /4761分發。聯合王國代表後會在情報審查委員 

會中口頭提供補充情報。口頭陳述原义見下E 節。



提供的詳細報告愈少愈好。因此，無從保證本報吿書 

內的種種情報都是最新最近的，特別是當某種情況變 

化得很快的時候（例如在某些大的領土內所發生的情 

形 ）；再則統計數字（特別是附錄二內的數字）亦並 

不都能彼此作厳格的比较。除這些保留之外，聯合王 

國諶依大會要求，提出載有各種情報" 的本報告書。 

未來根據第七+ 三條（辰 ）款所遞送的情報將依領土 

之大小和發展情況作分别之陳述。

三.聯合王國所負責管理的許多非政治領土在幅 

員、人口、天然物資、組織、/T±會情況、敎育程度各 

方面彼此都大不相同。同樣，各領土的公務部門依所 

擔任的載務和所能支@E的人員亦彼此大有差別，不過， 

它們有幾個主耍的共同難。每一個領土政府都有它自 

己的預算，公務人員的薪給都出之當地的牧入，不論 

這種收入是否有聯合王國政府的津貼在內。每一個領 

土的大多敷公務人員都是在本領土居住的，任本地職 

員之外，根據當地情況，遺任用了一些聯合王國籍的 

或邦協其他獨立成員或其他非自洽領土調用的職員， 

特別是那些需要高等技能或知識的職位。聯合王國的 

基本政策是非自洽領土的公務機關應完全適應當地的 

情況，所有公載應儘量以本地人擔任；同時》種族、 

膚色、信仰都不能成爲妨礙某一個合格的當地人士充 

任某一職務的理由。應當承認的是：某些非自治領土 

近年來雖有長足的進步，但在短時期內遺不能在本地 

人民中獲得有充分:T能的人士以擔任現代行政上各種 

繁S 的職務。

四. 特別是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非自治領土行 

政方面的一個突出現象是給予當地人士以機會，使他 

們獲得能力，巧以擔任行政部門的高級職拉。同時 , 
對於被拔擢的這些候補人士，不論他ffl的出身如何， 

都耍加以比以往爲高深的訓練。因此，基本上這就是 

要在敎育方面供應各糧使利使能培養出一大批各式各 

樣的合格人士，將其中最優秀的派充公載。'在領土現 

有或計劃設立的高等學府內已經或正在供應這一種便 

利；在當地的設傭未宠分發展前，由聯合王國或其他 

外國的高等學府負道一個責任。小學、中學和技術教 

育都有旦大的進展：西非洲、東弗洲、中非洲、逮東和 

西印度的領土都設有大學或高等學校；數目不斷增加 

的殖民地學生出洋深造, 在大學、按術學校或其他高 

等學校進修，主耍是在聯合王國。一九三九年至一九 

四五年的戰爭後，聯合王國政府依殖民地發展與福利 

法會撥款一百萬镑充獎學金，使不列顏屬地的學生得 

以出洋求學。土著人民的天然求知愁引起了這種種的

進展，同時聯合王國政府和領土政府亦都竭力設法促 

成其事。結果是浪除了二十年前大多數領土内所存在 

着的高低載位之間的隔閩，因爲那時佔據高級行政職 

位的都是外來的人，低級的載拉才能由本地人擔任。 

領土政府在可能時總是儘量用本地人充任各種主要的 

職位，不論是在那一個等級，紙有在本地無適當人選 

時， 請聯合王國政府委派領土外的人員，這已經成 

爲一個習例。現在，在所有的領土內，外來的和就地 

任用的載員並肩擔負着公務部門的高級載位，雖然其 

中的比例隨領土而大不相同，例如在西印度，差不多 

所有的高級職位都由西印度入擔任，而在中非和東非 

的一些領土，外來高級職員的比例仍然是很高的。

五 . 根據這種情況，一九六0 年三月在倫敦召集 

了一個會議，稱公務會議，以使交換關於在非洲領土 

培養當地公務人員所已採取或擬採取的措施。會譲報 

告書於一九六0 年+ 月，表。 '

六 . 如上所述，一般政策是由領土政府儘可能選 

拔當地的合格人士以補實公務的缺額。爲多所網羅起 

見，許多領土擬就辦法，在考慮當地的候補人的時候， 

同時亦考慮在聯合王國留學以使獲得服務公職的一些 

當地男女靑年。在聯合王國的弗自洽領土留學生的敷 

目增加得很多3—九六0 年差不多有一萬七千人左右。 

當然，許多留學生在囘國後並不想在政府機關服務，所 

有的留學生亦並不都是學習爲有資格服公務的那些課 

程的。因此，必然會有許多的空缺是不能以當地人實 

補的，在這種場合，使紙能繼續廷聘海外的人士了。

七. 在將當地的人卞詳細審查後有發見具有必要 

的資格與經驗的人士後，便需呈請大臣（或管理海外 

領土政府及行政機關王室官吏）邊選海外入士補缺。 

在一九E 六年至一九五八年間，由殖民部委派海外人 

士補缺的數字每年在一，三 0 0 左右。一九五九年這個 

數字降爲一, 0 0 0 ,  九六0 年降至八0 0 。最近， 

這個數字之低減是由於伽納、馬來亜聯邦、塞普勒斯、 

英管索馬利蘭和奈及利亞之達成獨立。

當地訓練辨法

八 . 以下是東非洲各領土訓練計劃的槪況，說明 

如何力求解決多多培養地方人卞的迫切問題。

肯-亞

九 . 數年以來，公務委員會主席爲訓練事宜諮詢 

委，會的當然主席。該委員會向各部門陳述務須採取

聯合王國:Colonial No. 347,倫敦 H .M .S.O .



訓練計割，提供關於編製此項f t 劃的意見並建譲政府 

何種計劃應予通過及撥款實施。政府各部門所實行有 

系統的訓練計劃可以分成三大類：

( a ) 各部訓練計劃，目的在經過一段訓練時間後， 

培養一批人才，充任專門級下的許多行政與執行的職 

位。

( b ) 在寄宿的學校內訓練，校內的學生並不完全 

從事生産的工作，他食宿等等都在校內並受到敎育， 

同時毎月領一小筆津貼。其敷額隨每年生産工作之增 

加而增加。

( c ) 在職訓練，受訓練者爲在載的公務員，他領 

取薪額表上的正式薪給，同時受到訓練，使他能勝住 

更爲繁重或責任絞大的職務。

一0 , 以下是已經通過的各部門訓練計劃：

部 門

非洲土地塑拓•
農業....
行政....
社區發展…… 
合作社發展，… 
財政及審計…，

森林....
移民....
勞工....
土地.....
地方政府..
印刷及出版 

書記官長署…， 

供應反蓮輸 

土地查勘..

獸醫•

農業部...........................
'衛生部...........................
礦産與地質部...............
司法部...........................
獸醫部...........................

一一 . 在in程部內, 
責訓練工作。

•土地測量師

•實驗室技師（咖啡研究站）

，區行政助理

-社區發展專員

-合作社發展專員，第二級

•助理審計員

•護林員

•移民局專員

.勞工專員

，土地測量員（田賦計算局） 

•地方政府財政專員 

•校對學智員 

-法律助理員行政專員 

.倉庫管理員

，攝影測量助理員，男製圖員， 

女製圖員，土地測量員，石 

印師，土地画麦查核員(女） 

•實驗室技師，牲畜飼養員， 

按術員（治 tsetse繩的人 

員），肉類檢查助理員

I圖書館員

-位司級工程師以全時間負

岛干連

一二 . 第一批練習生是在一九五六年任命的，目 

的是要在行政部Pg內外透選可造之卞使他們在受到積 

極而有系統的訓練後，有能力擔任局級的載位。打政 

部門會草擬詳細的訓練計劃，使受訓練者逐漸獲得未 

來所任載位的經驗。訓練平均時期爲雨年至三年。以 

下是已受或正在接受訓練的員額載缺名單：

H：人
區行政人員 

社區發展專員 

塾殖地管理員 

會計員 

倉庫管理員 

人事職員 

土地登記助理員 

合作社載員 

商業發展人員

低級助理秘書 

人事處監理 

醫院副院長 

狩獵員

安全登記助理員 

非洲人房屋問题專員 

體育人員 

緩刑監視員 

審計助速員

一三 . Mulago醫院獎學金計劃使合格的醫生得 

以在烏干達繼續進修，準傭獲得內外科方面更高的學 

位，這種課程以前他們紙有在聯合王國才能讀到的。 

在 Mulago進修一個時期後，成績優良的學生即被送 

至聯合王國深造並應考試。整個計劃受醫科研究院訓 

練委員會的監督；獎學金學生之颤選和他們的學業賴 

考績之管理都由一個學務委員會負責，這個委員會是 

由下列人員組成的：Makerere學院(東非洲的大學)的 

內外科、和婦科敎授，醫科主任的一位代表， Mulago 
醫院的醫務主任和公務委員會的一位代表。前六名.獎 

學金學生（攻讀外科、內科、婦產科和小兒科）是在 

一九五九年初指定的；稍後又將指定雨名；另有兩名 

已赴聯合王國深造。行政當局計劃經常有十二名獎學 

金學生。

一0.爲培養行政助理員的訓練班即將開辦。此 

外，各部門又組織了許多任載前的訓練班，在道種訓 

練班學智的約有一，一 0 0人。

束雅洲部改電就管理局

一五.該局多年來使有一所聯合訓練學枚，五千 

多名學生曾在這個學校畢業，使他們有能力在該局各 

部門服務。這個學校主要是爲東非洲各領土設立的， 

它有該局各方面工作的基本的和较高深的訓練課程。 

它培養業務和工程方面的人卞，每年有九百個學生受 

訓練。



一六 . 這個學校的敎學情況簡述如下：

一七 . 工殺. 學校設有電飘交通各方面的課程， 

自地下線路和空中線路之装置以至器材之保養。學校 

顧到學生的敎育程度，在低班的課程中，注意實用的 

一方面。課程分低級中級（基本級）和高級三種，高 

級諫程使學生獲得必要的知識，使他能保養最複雜的 

電訊交通器村。

一八 . 在必要時，學校遺設立高級的專門課程， 

同時S 訓練工程監督人員。

一 九 .業 務 •(邦電方面的）. 該校設各種課程培養 

業務各方面的人員，情形如下。

二0 . 新職員接受郵電方面的初級訓練，然後再 

受適當時期的在職訓練。最後，選拔一些學生送赴上 

述學校受較長時期的訓練，使他們能勝任高級事務員 

和會計員的載務。這個課程完成一個郵政人員的基本 

訓練，隨後，道個人員同到原來的工作園位，在一個 

高級人員的稽極監督下，繼續受"在載"訓練。

二一. 行政當局遺設有改業課程，使多餘的電政 

人員接受郵政業務方面的訓練，使他們可以充任郵政 

方面的低級事務員、高級事務員和會計員。

二二.電報打字員的訓練課程使學生可以在十二 

個星期內獲得勝任憶快的知識。

二三. 此外還設有電話接線生的課程，雨月爲期， 

每年接受訓練的有七十至一百人。

束作洲織路與港口局

二四. 該局以四十萬镑建築了一所訓練學校，可 

以容納五百五十名各種族的學生。學校內設有各積課 

程，訓練鐵路管理方面的各種人員：工程和事務方面 

的學徒，鐵路常用人員，站長、電報員、事務員、火 

車頭駕跋員，等等。該校並爲事務員、站長、及其他 

職員設有全年的進修課程。此外，爲腊堂和內河航行 

人員亦設有特别訓練班。

二五.該局又設了一個工程和工藝的學徒訓練計 

劃，機械厳內所需要的工匠和低級監工，大多敷都是 

在道個計劃下培養出来的。工程學徒受了五年的訓練 

後，可以充低級的監工。工藝學徒訓練計劃是工匠的 

主要來源，約有三千名爲行政各部所任用。學徒有 

的是直接從學校招收的，有的是低級的職員。他們的 

學智期間是三年或五年。每年招收的新生約九百名,
其中約三分之一受五年的學徒訓練。

海外於務人員在聯合B 之訓辕

二六.大多敷被任用在海外領土公務部門服務的 

人員，在被選拔後，都在本領土眼務期中（在載或修 

課 ）受到全部的訓練。但是，在各部門中有少數入不 

能在當地受到適當的訓練；殖民部對這些人擬出了在 

聯合王國受適當訓練的辦法。舉例言，在一九六0 年 

中，殖民部爲一，四五五個自本報告書所述各領土來的 

公務人員安排了訓練的辦法。附錄晝中按領土和訓練 

類別詳細記述。此外，又爲自託管領土或自一些獨立 

國來的六四六名人員安排了類似的訓練辦法。遺有， 

在一九六0 年中，有一一七名人員已經在聯合王國受 

第二年或第三年的訓練。每種課程的期限有短至幾星 

期的，亦有長至兩年以上的。訓練是在各種不同的機 

構進行，內中有大學、技術學校和公務機關。許多職 

員在服務的不同階段中，受到不同的課程的訓練，不 

單單是第一個階段爲然。有些課程是殖民部設的，但 

大部分是獨立的課程。受訓練者是從公務機關的各部

來的。專門的和按術工作的訓練課程遠较一般行政 

工作的訓練課程爲多。

二七.這種種公務入員訓練課程都是海外領土普 

通學生在聯合王國進修的各種課程(道些學生將來亦 

可能入公務機關服務的）以外所設立的。

公務的組缴

二八. 附錄ÿ ；載有聯合王國所負責管理的非自洽 

領土內的各公務機關的組織。這個簡表指出海外人員 

中有資格領退休金與無資格領退休金者的人數，以及 

擔任可與海外人員所擔任載務相等的地方人員的數 

字。最後，這個附錄指出全部載員的人敷，但每曰領 

取H：資的人員除外。

最近的•一些造戾情况

二九 . 聯合王國負責管理的非自治領土內，公務 

機關的職位逐漸由當地人士擔任。以下是東非洲和中 

非洲最近的發展情形。

肯 亞

三0 .  —九五五年中，肯亜政府設立了一個公務 

委真會, 負責建立地方公務制度，由領土人士擔任各 

種載位。師範學校已經訓練出一批師資，在爲亞洲 

人和非洲人設立的小學、高小和中學低班中任敎。 

Makerere大學（東非洲的大學）和東非皇家技術學院 

都受到巨額的津貼，許多獎學金頒給一些非洲人，使 

他們在這些學校內攻讀，以使獲得文憑或學拉。由於



設立了這些獎學金，所以公務機關得以任用許多非洲 

籍的醫師、律師、大學畢業的敎師、獸醫、農業家、 

此外遺有許多非專家的畢業生，擔任各種執行和行政 

在載務。目前在M akerere的肯亜學生（大部分是非 

洲人）有三五五人，在東非皇家.按術學院的有一七六 

人。此外還設立了許多獎學金，派遣學生赴聯合王國 

深造。目前，有自肯亞來的三S O 名非洲人和一，一0  
0 名亜洲人在海外留學。

三一 . 一九五七年設立了一個訓練委員會，以使 

鼓勵兩種人接受訓練，一種是新任用的人員，另一種 

是在載務有成績但未獲得學校文憑（普通最起碼的敎 

育程度）的人員。這個委員會最近又加强了，它的工 

作範圍擴大了；它規在可以對公務各部門的訓練（包 

括專門與行政等級的) 提供意見。同時，又設立了並

任命了一個高級助理祐書的新職位（地方化和訓練)。 

擔任這個職位的是訓練委員會的主任；關於政府所擬 

地方化與訓練政策之施行，他向人事處處長負貴。

三二 . 高級助理祐書之任命是一九六0 年三月間 

的公務會議後所設研究組建議的。研究組的任務如下：

研究組除審查當地職員的服務狀況夕1̂,還應 

當研究 ’公務地方化’( 逐漸使當地入士負貴地方 

的公務）的政策與進展情形，尤其是關於訓練與 

訓練方案，以及公務機關內外来載員的情況與敎 

育政策改變的問題，以便適應公務職位完全由地 

方人士擔任引起的需要。"

L三 . 以下關於一九五丘年- ，九五九年載員

任用的統計數字顯示肯亜政府所施政策的結果:

1959 1958 1957 1956 1955

( a ) 報告於委員會的空缺數 額 ................................. 2,154 1,790 1,572 1,982 1,126

( b ) 委員會發出報告後所收到的申請書數字…… 5,181 4,142 4,481 3,155 2,512

( c ) 委員會所建譲的新任命數 字 ...........................這®敷字包括陸級與調任以及不屬於公務機關

的人員之任用：

( i ) 由於佈吿發出後的結果 368 362 378 327 269
(Ü) 其他 ..............................................................1,320 993 1,025 1,150 633

( d ) 委賈會建議應任用東非外入士補實的員額敷

字 ..............................................................................128 124 157 112 250

三四 . 下表顯示當地載員的任用狀況;

潮■給比 薪給比 薪給比

額表A 鶴象B 額表C

(專門級）（半專門 
級）

(牧工及
藍工）

九五八年 ..................... • 28 94 386
..................... * 51 180 784

一九六0 年九月三十日•，， 81 261 1,067

三五.一九六一年二月宣佈將在肯亜設立一個行 

政學院。一九六一年三月間決定所有未柬海外人員任 

用應限於定期合同的範圍，此類人員的新任命都不得 

是長期的，亦不得有領取退休金的權利。

和共同的薪給比額（海外來的職員另加酬金），使得 

非洲籍和亜洲籍載員的任用與陛遷條件與其他種族的 

職員完全相同。一九五S 年成立了一個公務委員會。 

在稍較早的一段時間內，即一九五二年至一九E S 年 

間，曾經有一個 " 非洲人充任高級職位之任用、訓練 

瞎擢常設委員會"。同時有系統地進行擴充與改善非 

洲人的敎育，特別是中級和中級後期的敎育,篤集經 

費充海外深造的獎學金以及在烏千達擴充訓練班。下 

個重要步驟便是由人事處長和公務委員會主席共同 

研究並於一九E ■八年宣布以S 年爲期有系統地實施 

"公務人員地方化"方案。實施的進度每年檢时。一位 

訓練專員經任命了，隨後又進行研究任用當地人員的 

必要資歴與訓練，以便充分利用已經在職的當地人 

員。

岛干達 :七.下表顯示在任用當地人員方面的進展狀

L六.一九五四年決定成立一個劃一的公務制度 況：



薪給比 

颇表 

(專門級)

骑給比 

韻表*6 
(率專門
級）

潮■給比 

額表C
(投工及

& 工）

一九五八年..................... • 37 41 438

一九五九年..................... • 62 68 464

一九六0 年八月二十曰• • 71 79 491

三八 . 在一九六一年第二號Sessional P a p e r 中，k

烏干達政府宣布提譲加速當地載員之陸擢，此種辦法 

與報償海外人員的有眼度計劃相結合，其目的是耍使 

當地人員獲得擔負比較重要職責的經驗。

三九 . 到了一九六0 年十二月，不再以長期合同 

及可領退休金的條件任用海外職員；此後在這一方面 

紙有定期合同。

尚西已

四0 , 在筒西巴成立了一個公務委員會，它的主 

要任務是提供關於"公務地方化"的意見。和其他領土 

一樣，公務機關的結構是後有種族界限的。許多不分 

種族的師範學校成立了，男女皆可入學。東非洲大學 

(University College of East Africa )和東非洲皇家按 

術學院（Royal Technical College of East Africa) 都 

受到了補助。就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言，有二百十五名 

尙西巴學生—— 內五+ 四名是政府官費生—— 在外留 

學；在同一年，有三十六名載員在海外深造。一九六 

0 年在海外求學的學生和職員所開支的費用據估計爲 

五萬一千镑，亦就是正常預算的百分之二。中學畢業 

生近來不斷增加，列表如下：

一九H九年...................67 (38)
一九五四年................. 108 (60)
一九5：九年................. 182 (123)

( 括弧中的敷字指劍橋海外學校文憑Cambridge 
Overseas School Certificate (或 GCE) 考試及格 

之人敷）

四一.一九五九年開辦了爲獲得高等學校文憑的 

預傭班，這一年第一次舉行了等於大學入學考試的考 

試。下表內的數字顯示"公務地方化"政策的成效：

k 烏千達：Future Developments in the Public Service of 

Uganda, E n teb b e ,第七頁。

百分比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二四四個高級載位 

( 薪額C 級以上) 中當地人員佔有四

H ■個...................................................(16.6)
一九五四年的對等數字三三五個載位中

佔一 0  二個..................................................（30.45)
一九五九年的對等敷字四三九個職位中

佔二一四個..................................................(50.39)

一九六0 年的對等敷字四二七個載位中 

佔二二六個..................................................(52.93)

束雄洲鐵路海港管理局及部電管理局

四二.這雨個管理局的政策是儘量任用當地的職 

員；自海外聘來的有經驗的載員的數字已經大大地減 

少了。這雨個機關擬訂了大規模的訓練計劃，上文第 

十五節至第二十五節已經敍述。就聘任專門級入員言， 

所懸目標是要逐漸使Nairobi的皇家學院（不久將改 

爲大學）成爲此項人員的主要來源。

四三.一個委員會最近曾審查東非洲郵電管理局 

和東非高級專員公署其他一些部門的公務地方化"的 

辦法並曾提出若干建譲以加速此種進程。

北綠襄西亞

四四.北羅迪西亜正在建立一個無種族界線的地 

方公務制度。政府原則上已核准一個大規摸訓練称獎 

學金計劃，旨在鼓勵北羅迪西亞內及羅她西亞與尼亜 

薩蘭聯邦其他地方內的中學畢業生, （不論種族如何）， 

進入擬譲中的地方公務機關服務，辦法是幫助他們獲 

得必要的資格，以使充任公務部門的高級職位，同時， 

» 助在職入員獲得必要的知識以便在本部pg內睦任高 

級職位。

尼亞後簡

四五.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成立了一個地方公務 

制度，其薪給比額和任用條件視當地就業狀況和候補 

人之境遇—— 家在尼亜薩蘭或非洲其他地方的—— 爲 

轉移。在該領土內現在已經有在上述制度下服務的非 

洲職員和歐洲職員。設立公務委員會的提譲已經提 

出，不久就可以開始工作，該委員會將對公務部門內 

的任用與陸擢問题向政府提供意見。最近，一個委員 

會已經審查了地方公務機關內任用地方人員的整個問 

題。道個委員會的主席是伽納總理的秘書兼as納公務 

部長，Mr. A. L. Aduo



播助海外腰務計劃

四六. 除訓練職員方面的協助外，聯合王國政府 

最近會向各弗自治領土提供協助，以直接的新方法， 

補充公務部門內所需要的人員。一九六0 年十月，政 

府向國會提出了譲案，經其通過，依該議案，政府提 

議與領土政府簽訂協定，以分擔任用海外人員的費 

用。聯合王國政府願支付當地薪金額與在聯合王國或 

海外其他地方徵聘人員，使其繼續供職所必需開支的 

薪金額間的差別。它亦願意支付這種人員的敎育津貼 

和子女津貼，自領土往返的費用之一半以及—— 在發 

生此種情事時—— 支付爲来領土服務而失去原來職業

的償金之一半。聯合王國政府已與三+ 個領土政府與 

行政當局擬訂關於此項協助的協定，此種協定將於一 

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起生效。協定一■開始將有十年的期 

限，至一九七一年三月三H ■日爲止。目的是要減輕 

各領土所負擔的一大部分的費用以任用合格人員建 

立當地的行政與社會服務部門，發展其經濟，最董要 

的是訓練當地人士使他們能接替外來人員的職務。這 

個協助計劃將使聯合壬國政府在十年內支出一億五千 

萬镑，其中大部分等於各領土政府在支付職員津貼 

與旅費方面的搏節，這種費用將來都要由協助計劃開 

支。



訓線项目

行政事務............
農業 ....................
建 索 .....................
審計與會I t ……
航空 ....................
廣播 ....................
平民防衛............
合作社................
關税與間接稅…•
牙科....................
經濟發展............
敎育....................
工程 ....................
消防 ........................
外交事務..............
義林 .....................
地ÿt勘察 ............
帝國防衛學院••，•
所得税.................
新聞....................
參謀學校...
勞in ....................
語文 ....................
法律....................
地方政府............
海S ....................
醫藥....................
氣象....................
mm ........................
核能......
看護.....
組繊與方法........
議會程序，...........
護照與移民……-
mm .......................
郵I I ....................
印刷......
監獄....................
緩刑監督............
公無與è會行政•
鐵路....................
研究生................
保健與衛生........
社會福利..••••
統計.....
調查....................
城市設計...
獸醫....................

總 計

2 5 1 24 20 12 9 4 2
1 6 2 17 6 5 5 1 2

2 1
2 1 4

4 10 2 1 1 1 2
2 4 2 5 1

1
2 1 2 2 1 3 1

1 1 1

2 2 1 3 5 2 2 3 3
5 15 2 4 12 8 1 6

1 1 1 1
10
2 3 2 2 1

3 1

2
1 1

1

1 1 3 2 3 2 1
1 4 1 1

2 3 7 1 1
1 1 1 1 1

1
2 7 1 11 1 2 2

4
4 13 14 2 1

1 3 2
4 3 6 7 1 5

1 1
3 14 10 17 56 26 44 7 5 5
2 2 31 2 2
1 3
1 1 2 5

3
1

1 1

3 1 2
1 1 3 1 1

2 2 2
2 2 1 1

1 1 1 1

14 90 31 58 137 126 56 121 25 9 29

2
1
1
2

2
6
4
3

1
1

15

1
1

3

3

4
2

1
3

19 45

附錄

聯合王國内之海外領土於務人

肯 北 納  爲 尚 巴  巴 百 其

Æ 薩 哈 貝 暮 屬

德 干 西 馬  大 圭

西 簡  草 ’ 茶 亞

亞 亞 德  達 已 島  新 島 那

束
雅
高
級
專
責
署 

亞

 

丁
 

西埃
我勒
俄力
 

岡

比

亞



27 90 14 96 31 24 18 152 22 26 30 8 25 76 21 5 1 19 1,455

曼

員劍嫌，一  六O年開始之讓程

共計

雜
項
及
未
分
派
者 

聖
海
你
島
 

塞歇爾草島 
南
非
高
級
專

员

署 

茅
利
复
斯
 

馬
爾
 

直
布
羅
陀
 

斐
濟
與
西
太
平
洋
 

折

加

波

 

接
拉
瓦
克
與
沈
媒

内

 

香

 

港
 

化
要

*

 

洲
 

西印度宰島 滿我茶島
 

千

里

速

 

專
我
宰
島
 

美
如
 

其屬
洪都
拉新

3

^

^

8

^

6

3

2

4

^

^

5

8

9

7

2

5
2

21

1

2

4

 

1

1

8

2

4

2

2

113
193

1

2

1

15

14

3

1

1

2

1

1

1

1

1

4

3

9

1

1

1

2

1

9

2

9

2

1

4

^

1

7

4

6

8

1

2

 1

 

1

2

1

2

3

1

1

1

1

3

1

14

1

1

4

 

6

 
4

 

1

 

3

 

1

2

1

1

4

1

2

1

2 2 7

3 1 2  4
1

2 12 4

165123

1

1

1

2

1

22

8

1

1

1

2



1,140
90

1,800
1,429

61
35

1 1 ,0 0 0以上 e 
270 

2,598

6
109
47

45
22

709

933

1,182
1,871

亞丁 a ................................
巴哈馬羣島 ..............................
巴貝多斯............................
百慕大羣島........................
英屬圭亞那b ....................
英屬洪都拉斯....................
福克蘭—島 ........................
斐濟羣島............................
岡 比 ................................
直布羅陀............................
# 港 ....................................
占美加................................
i t s g .....................................
寺我尊島

安第风............................
蒙對立.............................
聖克获 • 內維 . 安其拉•
彿京羣島........................

馬爾他d ............................
茅利夏斯............................
北婆羅洲............................
北I I德西亞a ....................
尼亜薩蘭............................
聖海倫................................
薩拉冗克............................
塞歇爾羣島a ....................
浦市子山................................
烏干達e ............................
西太平洋

英屬所羅門羣島保護地-
新赫布里地....................
吉爾柏特及埃利斯羣島• 

遂我零島

多来尼加........................
格林奈達........................
聖8^西S i ........................
聖文森特........................

筒西巴................................
東雜高級專员果

東弗郵電........................
東非鐵路海港................
貝 專 柄 蘭 ....................
巴蘇託蘭a ....................
斯冗濟蘭a ....................
西印度羣島a ................

là  ; 各領土在決定上表第三行之員額敷字時曾力求採取一致的標準; 但這一行內的數字也許並不能彼此厳格比較。 
a —九五•九年一月一日的敷字。 

b —九五八年一月一日的敷字。

C 聯合王國政府在情報審查委員會N•論時厨提供之捕充情報。 

d 一九六0 年七月一日的數字。

® 包括不領退休金的職員在內。

附錄戴 

在務機蘭之成員（除;^加話释者外，都是 

一义*六0 年一月一日的数字）

海:外人貫 當 他 及 其 他 職 貫 當 他 與

領 道 休 金 不 領 道 休 其 他 位 可 與 海 外 當 地 職 员  

領 土  者 金者  職 员 相 Jfc擬者  之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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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聯会王國政府代轰在非☆治領i 情報審查委員會 

•-九六一年五月八日第二三三次舍議所作的除 

迷 1

去年+月第四委員會討論決議案一五三四 

( + 五 ) 時，我國代表團很高與地役了贊成票。這個決 

議案內的種種規定完全符合我國本身的政策。在第四 

委員會时論時和在此以前的一般辯論時，我們會經着 

重陳述我們的信心，就是在非自治領土雇史上所面臨 

的董大時代，在這末許多新國家達成獨立的今天，這 

一種的訓練辦法是再重耍不過的。我們自己的經驗和 

其他國家的經驗，使我們深信一個新獨立的國家如果 

有一個良好的公務制度—— 就是有一批人數相當多有 

經驗而正直無私的公務人員—— 那便是一個非常寶貴 

的資產。我們有很多的證據，證明如果沒有這一項資 

産，那麽其後果便是很厳重的，甚至會産生重大的災 

害。我們認爲如果我們說一個訓練有索的公務制度是 

任何一個新興國家求發展求進步的一個基礎，那是一 

點也不過甚其辭的。我們耍繼續竭盡全力以協助我們 

所負責管理的領土，使他擴大和改善他們的訓練辦 

法。

二.這使是我國政府向所管理各領土的政府所建 

議的政策。但是，我要强調地說道個政策之實施完全 

是各領土政府的責任。它們要自己負責來組繊他們自 

己的公務制度，我國政府應有關非自洽領土的要求替 

它們聘任一些海外的人員，但是領土內所有公務人員 

的委派、薪給和任用條件都是當地政府的責任。實際 

這篇陳述內所提到的各領土政府都已經公開接受這個 

政策。我想舉出一個例證，委員會也許會感覺興趣的， 

那是烏千達政府最近所發表届會報告中的一段：

" 近年以來，政府的公開政策是耍建立一個 

以本地人民組成的公務制度。政府琪在耍董申此 

政策。爲使利起見，本報吿全部將用非洲化政 

策" 這個名詞，因以本地人充任職員的公務制度 

內，各級的《大多敷的職位將由非洲人擔任，但 

政府要再度聲明：由於非非洲人在社區生活內有 

他們的作用，因而他們在公務制度內亦要按比例 

地有他們一部分的地位。

" 烏千達在不斷地，迅速地趨向獨立。如果 

一個獨立國家想爲本國人民好好地服務，想在世 

界事務內發揮本身的作用，那麽它必須有一個效

率高的公務制度。因此，建立一個當地的公務 

制度應儘量與政治發展相輔而行，這是非常重要 

的，像這樣，在達成獨立時，烏干達使不致於主 

要依賴外來的公務人員，才能向人民供應它一向 

所習慣而在未來所期待的服務。所計擬的惜施旨 

在最大可能使烏千達在獨立時擁有一個公務制 

度/內中的當地職員有能力承擔斤政上的主要任 

務，即令在那時爲了保持相當高的水準還需耍在 

一段時期內任用外來的人員。

如果想使一個國家的行政完善和公允，那 

麼公務人員單單有效率是不夠的。他們還應當有 

高尙的品格，幹練的才具，不恐不懼，無偏無倚 

地提出他們的意見，要公正無私地對待和他們接 

觸的公衆。公務入員遺應當不受政治上的壓力， 

這便是說需耍建立一個制度，在一個公正無私， 

不顧情面不受政治壓力的機構下，管制公務員之 

任用、座擢與徽戒。烏干達已經建有這樣一個制 

度，那使是公務称警務委員會，這》委員會應予 

維持。

三 . 我國代表團歡迎國赚對道個問題的注意，這 

個問题是和非自治領土內社會、經濟與敎育的進展有 

密切關係的。我國政府固然承擔主耍的責任，但它完全 

明瞭在這一方面國瞭援助的價値，不論是出自O PEX 

的，各專Pg機關的或經常與擴大按術協助方案的。

四.我希望在我們面前的秘書處所編製的兩個文 

件以及我在道個發言中所能提供的任何補充情報可以 

向本委員會證明：我們政府爲幫助建立强有力的當地 

公務制度所進行的工作是十分廣大的。我們在報吿書 

前雨段內曾解釋過，這是關於本問题的第一個詳細報 

告書，我們可惜沒有充分的時間使它在某些方面能如 

我們所希望的那樣詳盡。在按時遞送的報告書中，社 

會、經濟與敎育各方面都有許多適切的報導，但難免 

顯得有些零碎，但迄今爲止，我們遺後有在一個單獨 

的報告書中，有首有尾地提出這一方面的情報。諸位 

一定遺記得決議案一五三四（十五）是一九六0 年終 

卞通過的。決譲案內所要求管理國提供的情報是必須 

在散處各地的領土內搜集的，而道些領土根據管理所 

遵循的原則，對本身公務機構之工作負責。似此，在 

有限的時間內，不可能對所有的情幸g—一查核。同時

1 本陳述內的情報意在作爲文件A /4761內听載情報之補 

充，原文見上D 節。

^  烏干達： Further Developments in the Public Service 
of Uganda, Sessional Paper, 九六一年第二購，第一至第二

冥。



還要說明的是：在大一些領土內，政事瞬息萬變，提 

出的情報有許多不可避免地會已經過時了。將來，決 

譲案內所要求提供的情報將成爲每個領土常年報告書 

內經常的一部分。但是，就本屆言，我們希望委員會 

在審查我們的特別報告書時，會了解我們在所限定的 

時期內，已經盡力而爲了。

五 . 在我們面前的雨份文件（A/AC.35/L.340 

and Corr.l與A /4761 )都是關於英管領土的。我相信

諸位委員都已經劉覽過，我不想再槪述一遍以浪費委 

員會的光陰，但是有幾點我想加以解釋和閩明，我遺 

想向委員會提供一些我國政府所認爲有關的，但在編 

製報吿書時還後有獲得的補充情報。

六. 我想先提一提文件A /A C .35/L .340內的第 

七段。在道一段(有關由非洲人補缺事）內，我們讀到 

如下的第三句在某些場合，這種載位的數字和它們 

在全部員額的比例是不得而知的，因爲所提的情報並 

沒有按種族區分。"這一句話應和我們正在審譲中的 

第二個文件（A /4 7 6 1 )內的第十二段互相參閱。這一 

段很長，但我紙想提到在肯尼S5建立一個新的公務部 

門以便迅速實施政府的公務地方化（localization) 的 

政策。我很抱歉向委員會和英語强加這一個面目可憎 

的新字。但是，除非用一個比較長得多的詞句，我們 

想不出有什麽好方法去描寫肯亜政府和其他領土所擬 

從事的工作。我們在此地想主要提出的是自一九五五 

年以來肯亞公務部門的管理和職員之任用都是後有種 

族之見的，肯亞政府所提的情報在文件AM 761附錄 

査的分類中只區别海外來的載員和當地任用的載員， 

不論他們是非洲人、亞洲人抑是歐洲人。尼匪薩蘭、 

烏干達和北羅德西亞(我紙提這三個領土 )亦都遵循同 

樣的辦法。這當然是一個正確的辦法。我們承認在一 

個健全的國家內公務部的組成應當差不多反映民衆 

集體各個因素。目前肯亞五萬九千名左右的公務員 

中如以種族分類，則歐洲人有六千名，其中二，一五0  
名是在當地任用的，匪洲人四，三0 0 名，差不多都 

是在當地任用的，非洲人四九, 0 0 0 名，我們承認迄’ 
今爲止肯亞非洲人所擔任的高級載位數目不能和他們 

在人口中所佔的地位相比擬，因爲毫無疑問，非洲人 

佔人口的絶對大多數。在一九六0 年終，非洲人赃估 

肯亞政府所稱A 級載位的+ 分之一强。爲實際的便利 

起見，我們可以把這一級的職位比擬於三等秘書以上 

的職位。但是，目前所擬實施的措施將在很短的時期 

內徹底改變這一方面的面魏，文件A /AC .35/L .340第

三十五段內所述調整專員不久在他的加速公務部門 

地方化"的：C作中將不患缺乏當地的候補入員。

七，在一九五九年，東非洲大學中的肯亞學生有 

三笠四名，其中三二一名是非洲人；此外，遺有一，七 

三一名肯亞人在海外深造，主耍是在聯合王國，其中 

三四六名是非洲人。當然，這些學生不會在同時畢業 

的，亦不會全體都願意進入或一 - 就某些入言—— 囘 

到政府公務部門工作的。但是我們認爲他們的敷字使 

我們對肯亞不分種族的公務機關的前途大爲樂觀。在 

這一方面，文件A /4761第十二段末所載公務部懸 

缺的敷字是値得注意的，因爲它們顯示地方政府認爲 

一九五九年公務部門的懸缺中紙有百分之六是需要聘 

請海外人士充任的。此外應當補充的便是將來這種海 

外聘來的入員所要簽訂的是定期合同，换言之，就是 

他們不會獲得長期合同能領退休金的載員的地位。

八 . 我願意提出的另一點是文件A/AC.35/L.340 

第七段末一句所載的。肯亞政府最近曾宣布要實施計 

劃設立一個需費三十五萬镑的行政事務學校。我們琪 

在還無法提供課程的詳情，不過我們認爲道一個情報 

可以同答第七段以及同一報告書內第二十九段內的批 

評。

九. 我想對文件A/AC .35/L.340第八段內所載關 

於斐濟的陳述稍爲解釋一下。關於這一黯，我想請諸 

位參閲文件A M 761附錄威內的表。附錄內關於斐濟 

的敷字似乎暗示當地載員中並沒有擔任可與表內前兩 

行所示的海外人員相比擬的專門級的職務的。我很 

高興報吿委員會：第三行內關於费濟的空白是一個遺 

漏，實際，當地載員三四六名所任職務的等級確可與 

四S —*名海外人員的載務等級相比擬的。關於同一個 

問题，附錄內對香港和烏千達也犯有相同的錯誤。n此 

外，斐濟政府正在採取特別措施以加速公務機關的"地 

方化" ，它尤其注意於糾•正樊濟當地人士所佔高級載位 

比例的不刹情形。我現在耍簡短地提到文件A/AC.35/ 

L.340的第二十一段，該段原文如下：

"數年前，聯合王國政府根據"殖民地發展與 

福利計劃"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Schemes)所設獎學金的辦法已經由肯亞發展獎學 

金所代替，這個獎學金計劃是授與肯亞各種族的 

公務人員使他們進修旨在增加他們知識俾能睦任 

高級職位的課程。在一九五九年內，有五個道樣

遺漏的數字已載入文件a /4 7 6 1的 附 錄 見 上 Ü 節。



的獎學金已經授與了肯亜政府的公務員（非洲人

三名，果阿人一名，歐洲人一名） 。"

我國代表團覺得這一段話可能引起誤會，因爲它似乎 

並沒有顧到一個事實，那就是聯合王國政府會將殖民 

地發展福利基金的管理權移交給各非自洽領土政府。 

就本事件言，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以前由聯合王國 

直接撥付的發展福利基金已經分派給肯亜政府，以五 

年爲期。所述的五■個獎學金就是出自這一筆款項的。 

爲公平起見，遺應當補充的是另有十八個給予肯亞政 

府現任職員的獎學金是從別處* 來的。聯合王國政府 

將繼續用各種辦法創立獎學金與訓練課程，琪在在聯 

合王國受高等敎育的肯亞學生，許多都是受這些辦法 

中之一的援助的。

一0 . 文件A/AC .35/L.340第七四至第八九段內 

提到巴哈馬羣島時說：佔高級行政職位的人，在種族 

上的比例如何，並沒有情報。關於這個問题，我們還 

沒有確切的數字，但是我要借這個機會告新諸位： f i  
哈馬羣島的公務機關是不分種族的，所有的巴哈馬人 

都有權獲得住何等級的職位。多敷公務入員，就種族 

言 , 都是非洲苗裔 , 包括檢祭長和外島首席專員在內。

一一 . 我想對有關北羅德西亜的情報稍爲補充一 

些。這個領土的政府，亦和鄰近的尼亜薩蘭和烏干達 

一樣，致力於建立一個當地的，不分種族的公務制度。 

爲此，它在去年曾施行計劃，擴充訓練方案，使它遍 

及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公務部門的各方面。這包括 

各種爲中央政府各部門的執行人員和辦事員一 不分 

種族—— 而說的訓練課程。執行人員中有些人已經在 

非洲其他地方或聯合王國內深造，他們將來可望陸至 

行政方面的領導一級。此外又設了一些訓練班，訓練 

以下各部門的當地人員：測量、獣醫、森林、蓮 

輸，工程與農業。在全領土的鄉村也設了許多訓練中 

心，使鄉村人民獲得各種課程的訓練機會。我國代表 

團已經在上一次發言中强調道些中心和Oppenheimer 
社會服務學院與成年人敎育學院（都 設 在 Lusaka ) 
所起的作用。但遺有値得一提的是在這個問题之外， 

Oppenheimer學院希望能設立一些爲應付特殊需要的 

短期課程，例如人事管理和社會醫藥服務。我們認爲 

這些訓練課程對於我們所I寸論的事項有巨大的潛在慣 

值。

一二 . 在尼亜薩蘭，行政當局在努力解決公務機 

構" 當地化"的問題。政府最近曾指派一個委員會審譲 

該問题。委員會主席是伽納公務部門的傑出人物Mr.

A. L. Adu。該委員會現在已經提出報告書，建議大 

大地擴充政府各部門的訓練課程並設立一所行政事務 

學校。這個學校的課程將和設在北羅德西亞幾年來卓 

著成績的Zaria學校相同。

一三 . 在所有我所提到的領土內，以往的海外人 

員與當地人員間的區別IE在消減中，而且消減得很快。 

在這些領土內，政府都公開宣布過有意建立一個以當 

地人爲主的公務制度。但這並不等於説海外聘來的人 

員便耍在旦夕之間完全從公務部門消失。有許多原因 

可以相信這種情形不會發生，主要是聘睛這種人員來 

充任的職位原則上是目前通常無法從本地的人;t■中邊 
選人員充任的。我們所提到的領土，大部分已經發展 

到公務部門往往大爲擴充的階段；S f然當地人員擔任 

高級職位的愈來愈多，但仍然需耍從海外聘講很多的 

專家。這是由於新方案實施上的需耍，由於當地人士 

遺沒有訓練完成難以充任的專門職務，又由於地方領 

袖一 他們所負的責任愈來愈大—— 所不能置之不理 

的新的社會需求。

一四 . 在這一篇發言之初，我曾强調在我們所壽 

備使其獨立的許多領土內，我國政府非常重視建立一 

個强有力的地方公務制度。這是一個非常迫切而重要 

的任務，可以令人興奮鼓舞全力以赴的，雜然這個任 

務附帶着各種陳腐的名詞，如幹部，地方化，訓練等 

等。我們說我們在儘速進行地方化"，同時不犧牲水 

準，但我還想簡短地提一提我們爲達到此目的所採的 

步驟。第一，必需在敎育方面進行革命，這是問题的 

瘾結所在。我們在此地無從詳盡地檢时各領土內的敎 

育狀況，但是在敦述建立新公務判度所採措施時，不 

能不對這個間题略爲提一下。耍而言之，困難所在是 

到處都缺乏有適當敎育程度的人以充任高級的職務， 

這又反映中學畢業生之異常缺乏。自戰爭結束後，我 

們會做了許多的事，我想從烏千達的不是最好也不是 

最壤的敎育成就中舉一個例。一•九五一年中，政府所 

辦的中學並沒有一個第一級或第二級的中學生。一九 

五二年，新辦法開始實行了，中學畢業生有九十五 

名。到了一九五五年，這個數字達二一三名，一九五 

八年達三八0 名。約在同一個時期内，烏干達公務部 

門的一千四百個左右的高級職位中，由當地人士充任 

的由十二名增至一百三十名。現在這個數字已經接近 

三百五十了。我相信這些數字本身使■ej以說明這一方 

面的進展情形，無需再加解釋。在高等敎育方面，聯 

合王國政府自戰後便在西非洲東非洲中非洲遠東和西 

印度，協助設立了許多大學和學院。我想舉兩個例，



一個是西印度的，一個是烏干達的。就西印度學院言， 

在八年內，至一九五八年止，註冊的學生自一四0 名

增至六0 0 名。就 Makerere學院言-----這是計劃中

爲東非各領土設的東非大學三個學院之------- 在一九

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的十年中，學生數目自二二二名 

增至八二三名。同時，赴外國深造的學生敷目—— 特 

別是到聯合王國去的—— 亦大大地增加了。我已經提 

過肯亜在這一方面的敷字。就烏千達言，一九六0 年 

有領獎學金的學生三七四名，自費學生五0 0 名以上， 

就人口遠較稀少的筒西巴言，有獎學金學生二十九名， 

自費學生一四六名。作爲比較參閱，西埃勒萊俄內在 

去年獨立前有二八0 名獎學金學生在聯合王國深造， 

自費生有四七0 名0 説到這裡，我耍對其他國家，特 

別是印度、巴基斯坦、美利堅合衆國、加拿大和紐西 

蘭，在這一方面所提供的協助，表示我國政府的感謝。

一五 . 第三，許多已經在本國公務機關服務的當 

地人員經由自己的政府或聯合王國資助前赴聯合王國 

或其他地方深造，作爲進入本國公務部門充任高級職 

位的初步。舉例言，在一九五■九年中，這一類的學生 

有一, 二四五名在聯合王國就學。他們研究的課程有 

很多種，但多數卻專攻行政管理和地方政府（常常得 

到聯合王國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的合作）、農業、醫 

藥、法律和工程。

一六 . 第四，由於殖民地發展福利基金（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Funds )和新的海外協助計 

劃 （Overseas Aid Scheme) 之實施，我國政府正在援

助各非自洽領土政府承擔任用海外人員的一部.分費 

用。我在上面已經解釋過，這些海外人員所負任務是 

非常重要的，因爲政府的各種公務部門在不斷擴充中。 

開支幾個高級職員的部分或全部薪給對於一些政府往 

往有莫大的幫助，這些政府正在儘量用它們的財源來 

擴充他們自己的訓練計劃。

一七.我向委員會報告的事實可能給諸位一個印 

像，就是公務部門的職員訓練有些像工厳裏的大量生 

産。但是一個公務部門並不是一根香腸或一輔汽車； 

它是由許多男女成員組織起来的集體，紙有這些男女 

成員有理想，能效忠盡職，這個集體卞會具有高尙的 

品格。我國代表團認爲除開辑對必須有的學校敎育、 

文憑和學位之外還應該具傭雨個因素卞能實现我所稱 

的理想的行政機關。第一是建立新公務機構者在訓練 

新人員對於受訓練者之同情與忠誠，這些受訓練者將 

來是耍和他們一起工作的，甚至耍取他們而代之的。 

我覺得在我國管理的非自治領土內負責此種任務的男

女人員是具有這些品格的。第二，我們所眼見漸漸成 

立的以地方人士爲主的公務部門需要一個理想，遺需 

耍能對之竭盡忠誠的一個目標。我敢肯定地説在我們 

所管理的領土內這是已經實現了的，现在這些領土已 

經離獨立成國的鶴的愈來愈近了。

F . 美國所提開於在蘭島、美管蔑摩亞和美管佛京羣 

島培養及訓绿土著在務與技術人員的特別報告 

書。

一 . 美國在管理非自治領土時所遵遁的原則是使 

這些領土的人良按步就班遂漸向自治進展。因此，美 

國政府的主耍政策是訓練土著人民，使他們有能力擔 

負領土政府的高級載位。公務員的職位優先任用合格 

的土著人士。這個政策的實施結果從下面的事實可以 

看出：在關島的領土政府內，公務人員與雇員的百分 

之八十三都是關島本地人，在美管薩摩亜，百分之九 

十六是薩摩亜人，在佛京羣島，百分之九+九是本島 

的人。

二.爲了實施在三個美管領土任用合格土著公務 

與技術人員的政策，關島、美管薩摩亞與佛京羣島的 

政策在供應當地敎育設傭.、設置專業和按術獎學金又 

給予津貼以訓練土著人士使能在本領土擔負職位。美 

國政府將本國的國防敎育法和其他法律適用於所管領 

土，使土著人民蒙其惠。

蘭 島

三 . 關島組織法第九節a 規定如下：

••在任用與陸遷時，應優先考慮關島土生的 

合格人士。爲了保障關島人之充分參加關島行政 

事務起見，必須使土生的合格人士有受高等敎育 

及在職訓練的機會。立法機關應建立一個考績制 

度，在可行的範圉內，任用與睦遷應遵守這樣一 

個考績制度。"

四.一九五一年所建立的考績制度是由政府行政 

部Pg的勞工人事部施行的。政府行政部門職位之授 

與，除須由立法機關通過者外，都用的是競考的辦 

法。每逢有缺，一定就當地宣布，請土著與在領土永 

久居留的其他人士提出申請。如果沒有關島土著或居 

留人申請，那麽勞工人事部可在關島外徵聘。從美國 

本土與夏威夷或關島以外其他地方所聘任的人一般都

。本報告書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五日送致秘書長，原文前曾 

以編號A/4765分發。美國代表於情報委員會第二S 五次會議 

中曾作口頭陳述，內容相同。



限於專門和技衛的人員。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七曰 

那一天，全部二，四九二名職員中，只有二三五名專 

門和技術人員是從美國本土和其他地方聘來的，合同 

雨年。在這個數目中，有一三二名敎師, 一一名護士， 

九名醫生和牙醫和九名税收:人員。此外由於沒有合格 

的關島本地人可以任用遺就地任用了若千美國人，內 

敎師一七0 名，護士一二名和一些書記事務員等人。

训線辦■法

五.關島政府深知切需一批訓練有素的當地人以 

充專門和技術各方面的任務，所以它盡力爲關島本地 

人和領土其他居民提供各種訓練的辦法和機會。它以 

美國本土的學校爲模範建立一個公立敎育制度，品質 

亦可以相比。它的中學經國家機關承認，課程齊備， 

學生畢業後可以進入大學或在農業、商業、工藝或工 

業各方面服務。政府又設立了一所工藝技術學校，最 

近又准許一所學院將兩年畢業改爲四年畢業，並授與 

學位。

六 . 雨所中學實施職業教育方案，一九六0 年的 

學生人敷，農業一四三名，家政二四七名，家庭看譲 

七九名，汽車修理一三名。在一九六0 年內，又新設立 

了多種工藝課程，學生共三十二名。一九六一學年經 

颤别取了九十二名學生。這個方案是一種合作社的試 

驗，一方面是政府機關和工商業公司，另一方面是各 

公立學校；依照這個方案，學生在中學內就讀正常的 

普通和職業課程，同時又在一個監工員和中學多種工 

藝課主任的指導和敎海下從事各公司和政府部門所提 

供的工作，以便獲得經驗。

七. 多年以來，關島大學的成年載業敎育組曾爲 

成年人設立了各種商業、工藝、枝術的訓練班，不作 

爲大學的课程。這個訓練班是爲了那些想變換工作， 

需要獲得一些墓本知識，以及那些希望陸級而需要協 

助的人設立的。有五百多張關於汽車機械、電機、無 

線電、木匠、商業和其他工藝課的畢業文憑已經頒給 

關島人和其他居民。載業敎育課程將由新設立的工藝 

技術學校主持。

八 . 工替技術學校於一九六0 年創辦，學生有一 

八0 人。課程共有八種：藍圖之基本認識，電器藍圖 

之認識，汽車鬪解，汽車實用數學，電器實用敷學， 

機械數學，電學耍論。第一班的九十二個學生領得了 

畢業文憑，其中八十六名是關島人，六名是美國本土 

人。

九 . 據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的調查，在j :藝技術 

學校就學的學生有五五三名。關島人佔總數的百分之 

八十五。二九六名學生修電學課程，一八九名修汽車 

機械課程，六八名修其他課程。爲了支持這個方案起 

見，已撥款五萬六千美元，爲立即購置建築方面新課 

程設備和擴充汽車機械和電器廠之用。這一筆經費是 

在以前爲一九六一會計年度所撥的九萬一千美元以外 

另撥的。

一0 . 海軍見習學校在訓練關島人學習各種技藝 

(電學、铅管修理、木工等)方面，補充普通公立學校 

之不足。第一班十八個學生在一九六0 年已經修完了 

四年的一般與專業課程，另有二十五個學生可望於一 

九六一學年結束時獲得文憑。一九六一年初，學生報 

名入學者有一四二名。該校最後可望容納學生二百 

名。學生於學成後可以入私人機關成政府機關服務。 

在學習期間，學生每月領津貼一百美元左右。

一一.關島總督已核准於一九六二年開設護士助 

理訓練班，由關島的紀念醫院主辦，聯邦政府加以津 

貼。

一二 . 闕f t學院。在訓練關島人方面最有意義的 

事是一九五二年設立了一所關島學院。學院開始時爲 

雨年畢業，現在已准許延長到四年並得授與學拉。該 

學院在充分發展時將成爲島上的最高學府，使學生得 

以獲取敎育學的學位，同時使他們可以修一般性的基 

本課程，爲將來專攻法律、醫科、政府管理和有關各 

部門，並爲獲取高級學位作準備。科學方面的課程大 

致不會超過雨年，這是因爲經費過於组大的緣故。

一三 . 自一九五二年夏季該學院創辦以來，報名 

入學的學生每年都有增加。下表指示£年來秋季報名 

入學的人數：

曰班
下 千 班 及  

夜班 共

學 年 链 册 人 數 猛 册 人 數 計

*九五六年------ ■九五七年… 121 379 300

j九E 七年------ ■九五八年… 134 392 326

i九五八年------ ■九五九年… 168 316 484

*九五九年------ ■九六0 年… 143 420 565

，九六0 年------ ■九六一年… 239 622 861



一九六o 年秋季報名入學按課目分配的人敷如下：

日Î& 晚班
日瑪 及 夜 班 共

課 程  往 册 人 數 住 册 人 數 計

農科 .......................................  1 1
商務管理...............................

會計......................................... 31 126 157
文書..........................................17 39 56
事務..........................................15 88 103

敎育：

行政 ...................................  5 4 9
初級......................................... 50 131 181
中級  6 16 22
一般敎育............................... 111 217 328
看護 ....................................... _ £  _ 1  _ 4

總 tt  239 622 861

一四.政府當局爲行政部門的職員設立了在職訓 

練的課程，從書信和報吿書起草(爲文書和書記員的） 

到監督和管速(爲高級職員的）。

島外訓線

一五 . 除就地訓練外，關島政府還在一九五九年 

以一七五個專業性和技術性的獎學金頒給合格的關島 

學生，使他們到島外去接受大學敎育的訓練。獎學金 

包括自關島出發的往返旅費、學費和其他校內雜費、 

腾宿費。領取獎學金的學生須簽字承諾願受關島政府 

任用，領一年獎學金者服務一年，錄類推。

一六 . 自一九六0 年設立後已經發出十五個獎學 

金。在全部獎學金額中，十個屬醫科，兩個藥科，雨 

個獸醫科，六個工程科，兩個昆蟲科，三個農科，十 

個法科，一百個敎育科，四十個無特定的學科。

- *七 . 此外，政府自多年以來使已設立了貸學金 

的辦法，學生可以貸款到外國去，入大學或技術學校 

深造。一百四H 個學生已經利用了這個貸學金辦法， 

至一九六一年二月，全部貸出的款項達二十萬美元左 

右。

一八 . 多年以来，有一百多名關島學生獲得私人、 

企業機關、高等學校和大學所授與的獎學金。

一九.在關島訓練土著成爲行政與技術幹部的設 

傭已能逐漸應付當地的需耍。政府依法須向關島裔的 

合格人士供應高等敎育及在職訓練的使利。

美營薩摩亞

二0 . 依照美國政府所遵循政策的基本目標，美 

管薩摩亜政府紙有在薩摩亞無合格人士時在行政部 

門任用非薩摩亞人。薩摩亜的企業部門亦遵循同樣的 

政策。

二一 . 依一九六0 年六月的統計，美管薩摩亜政 

府一共任用了一，二六五名職員，其中紙有六十名非 

薩摩亜人。以下的高級職位都是由當地幹練人士充任 

的：總督，郵務處長，農業處代理處長，財政預算處 

副處長，副檢察長，實驗農場場長，成人敎育和新聞 

處處長，會計出納員，醫藥採購員，關税徵牧員， X 
光技師二名，肺房麻疯主治醫師，小兒科主住，產科 

主任，眼科主任，外科主任，Manu’a 區衛生處處長， 

護士長，中學敎員三名，中學副校長，交通處副處長， 

無線電工程師，民航處處長，Rainmaker旅館經理， 

印刷局局長，遺有許多行政部Pg的重要職位，例如監 

工和行政助理等。

二二.政府部門長期性職員之任用依考績法行之 

(Merit System Law)。候選人受詢問、考試，分類列 

入任用名單。在一九六0 會計年度中，有四七0 名薩 

摩亜人陸至高級職位。

训線料法

二三.美管薩摩亜行政部門內土著行政與技術幹 

部 （在職的或爲某一職位的）的訓練在當地的美管薩 

摩亞中學、職業學校和師範學校進行。遺有一些訓練 

是在島外以獎學金的辦法使入高等學校成大學進修。 

另外使是對於實習生和觀察生的在職訓練津貼。

二四.美肩後摩亞中學是以美國中學爲模範而創 

立的。畢業生可以進入高等學校或即刻在政府部門充 

任文書或低級的職務。一九六0 年從第十級至十二級 

共有學生二一八名。

二五.職業教育課程數年來便已在薩摩亜實施， 

本來作爲美管薩摩亜中學的一部分，現在已經單獨成 

爲學校。這個課程包括一般的相專業的諫目，旨在訓 

練薩摩S&人工藝的技術和如何使用工具。職業學校每 

年招收學生三+ 五名，它已經訓練出許多小木器匠、 

木匠、機械匠、電氣匠、船隻修理工人、伐木工、鍋 

工、錯底、以使使他們在美管薩摩匪島工作。

二六 . F eliti M em orial師範學校迄一九六0 年

止，是使中學畢業生得續修一年的學校。現在，這個 

學校已延長爲雨年，旨在訓練薩摩亞的小學敎肺。這



個學校是美管薩摩亜政府和Fredric Duclos Barstow
美管薩摩亞基金（火奴鲁鲁，夏威夷 ) 合資開設的。 

一九六0 年有學生十人。見習敎師被送到設在師範學 

校附近的實験學校以使在敎學示範中旁聽學習。

二七 . 敎育部每年組織一個師能剑線班，爲期五 

星期，使薩摩亞的敎師們明曉新的敎學方法。除普通 

的敎師外, 中學畢業生和同等學力者都可以報名入學， 

受基本的師範訓練，以使在學年內可以充代理敎師或 

補空出的缺額。就這最後一類的學生言，一九五九年 

有二五一人，一九六0 年有二四二人報名入學。

二八.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0 年的師範訓練班聘 

請了四位從夏威夷和美國大陸来的敎師，這是二次世 

界戰爭後的第一次。

二九 . 薩摩亜醫院設立了一個缓士學校，原来是 

雨年畢業，現在改爲三年畢業。全國護士協會承認這 

個學校是訓練護士的機關。這個學校的一般課程在美 

管薩摩亞的中學講授，護士課程則在醫院請授。受訓 

護士由政府供給腾宿。

島外剑線

三0 . 島外訓練是政府經常實施的一個政策，目 

的是要提高薩摩亞人的敎育和訓練，使他們在政府事 

務中能承擔更大的責任。若千政府的載員被派遣到島 

外去受各部門—— X 光線、無線電、氣象學、立法、 

醫藥和敎育一一的訓練。

三一 . 一些學院、大學和基金會亦提供島外留學 

的機會，使有志靑年可以進大學深造。有十七名薩摩 

亞學生獲得了這樣的獎學金。薩摩亜政府補助了這些 

獎學金，並對所有的留學生差不多都免費空蓮。

三二.政府曾鼓勵島民申請接受聯合國技術協助 

的訓練。雨名學生在聯合國獎學金下受敎育方面的訓 

練，現已畢業。

美管佛京韋島

訓線辦•法

三三.培養和訓練彿京羣島的土著公務和技術幹 

部是敎育部的一*件正常任務。佛京羣島政府以美國大 

陸的學校爲模範，設立了免費的小學和中學敎育制度。 

中學敎育準備學生升入美國的大學，同時又.創辦了敷 

目有限的一些載業和工藝訓練æ , 旨在使學生可以在 

島上就業。由於島上人口稀少資源貧乏，政府沒有計 

劃在當地設立一個大學。許多私立學校都設有補充課 

程使學生有受高等敎育的機會。

三四 . 佛京羣島有三個公立的中學，三個主要島 

唤上每一個設立一所。一九六0 年的學生人數爲二， 

一九八名，自第七級至第十二級，其中二四0 名報名 

學習專業和工藝。

三五.總督的報吿書顯示中學內的職業敎育品質 

有所改善。許多職業性的課目，如電學、木器製作、 

船管装設和汽車機械等在課程內都有。一九五九年， 

Charlotte A m alie中學教授商業的縫椎技術，Chris- 
tiansted中學和Frederiksted初級中學敎授農藝。一九 

六0 年，St. T hom as中學增設了一門護士課，St. 
Thom as和 St. C ro ix兩所中學增設了泥水工程課。 

爲了應付旅遊業愈來愈大的需要起見，St. Thomas和 

St. Croix中學现正在訓練旅館HI作人員。

. 三六，除日間的正常課程外， St. Thomas中學又 

增設了晚間的補習班。一九六0 年中，有七十三名學 

生修下列課程：建築藍圖認識、藍圖認識與铅管装段 

規程、電學原理（高等科學）和汽車機械。

三七 . 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0 年的學年中，開 

設了一個護士助理訓練班，有女學生+ 三名受訓。

三八，高等教t ç 許久以來，便已確認需要有大 

學或中學畢業程度的熟練入員以擔任佛京羣島政府各 

部門的載務並發展島上的商業、農業和其他生產資源。 

島上並無大學，但波多黎哥天主敎大學爲教肺們組織 

了補習班。佛京州的Hampton學院在五年間（至一九 

五九年止）實施了一個包括多方面的課程，經費由一 

個基金會、羣島政府和學生的學費共同負擔。在E 年 

的期間，有二一二名學生獲得四，二三一小時的大學 

學分。在這二一二名學生中，一三七名是敎師，七名 

是圓書館員，六名是護士，十一名是研究生，五十一 

名隨班聽講。

三九 . 一九S 八年內，總督自美國的敎育局聘晴 

了一位諮議，以研究彿京羣島中學敎育以後的需要並 

建譲切實可行的措施以應付化種需要。在本年內，立 

法部門曾設立了一個佛京羣島大學委員會，繼續一九 

五八年的研究並向下屆會提出結論與建譲。

岛外例辣

四0 . 爲了鼓勵和幫助« 秀的學生起見，彿京羣 

島政府於一九五六年說立了一個領土獎學基金。一*九 

六0 年內，有一百多個學生獲得貸學金及助學金，以 

便赴島外的大學深造。



四一.若千大學和基金亦都爲彿京羣島的學生設 

立了獎學金和研究金。

四二.在訓練和培養土著公務與技術幹部中的一 

個S 大事件便是由福特基金出資施行的計劃。一九五 

八年開始時基金補助了二萬美元，一九六0 年以六個 

獎學金授與政府內的幾個高級載員。在這個計劃下， 

經飄選後的職員進入華盛頓的美國大學，專攻本門的 

高級課程並在美國內務部所屬領土司的訓練計劃下工 

作。已經完成學業的研究生現正在佛京羣島政府內佔 

董要的位置。

總 綠

四三. 從上面的敦述看來，顯然，關島、彿京羣 

島和美管薩摩亜在供應設備與機會以訓練土著公務和 

技術幹部方面有不斷的進展。當然，遺有許多工作是 

需要做的，但是各領土本身在美國政府的協助與安排 

下，正在努力使本地人民獲得較高的敎育與訓練，這 

種努力是値得頌揚的。三個美管領土正在趨向於訓練 

一批合格的按術和專業土著人員，使他們能多多參加 

管遥本地的事務，將來這種趨勢將愈來愈顯著。

附件伍

西班牙代表就費南虔波、里勸某足及西屬撒拉等領土情况之 $明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非自洽領土情報審查委員 

會第二三九次會譲時，西班牙代表就費南多波、里約 

慕尼及西屬撒哈拉等領土之情況提出聲明。兹應委員 

會之請求，將該項聲明列爲委員會向大會第+六屆會 

提出報告書之附件（參閱上述第一編，第七+.二至七 

+ 六段）。

一 . 西班牙代表團向非自治領土審查委員會提出 

聲明尙屬首次。截至目前，我們只限於對委員會各位 

職員說幾句輯貌的話，向主席閣下，Miss Brooks 
和 Miss Kam al表示賀意及感謝委員會各委員所說歡 

迎的話；我們已注意到在委員會所說的一切，考慮了 

各方的意見並且研究了福書處所擬具的各項報吿書。

二 . 我們對本委員會的一般秩序、辯論的情形與 

平和的氣氛印象極深，認爲値得爲本組繊所有其他委 

員會所借靈。我們業已研究各項目並特聽时論經過。 

本代表團對所接獲的豊富資料尙有什麽可以批評呢？ 

本代表團很誠懇地認爲沒有什麼可說，因爲向我們提 

出的工作已經秘書處愼董* 備，其本身是非常値得注 

意的。

三 . 我們默祭城市鄉村兩者的社會進步、生活水 

平、勞工問题、妓視待遇、少年犯罪乃至公共衛生等 

等問题曾佔委員會不少時間，各國人民進化和發展的 

社會方面今日獲得最高董視殊非偶然；今日一國的政 

府如不眞心關懷社會問題實爲不可思譲。今日科學進 

步與發展如是迅速，這些問題遂顯得特別重要，因此 

各國人民有理由希望他們的社會願利有所改善。

四.本委員會又曾關心於培養和訓練各領土的居 

民。這是我們特別S 視的一件事。本委員會亦會注意 

公共敎育（用以包括一般敎育的名詞）的發展及經清、 

社會與敎育方面的國際合作。本代表團對各管理國的 

代表所提出的聲明實已無可補充。我們所以這樣說是 

因爲我們誠意接受各管理國對受其管理各領土之情況 

所說的一切，又因我們認爲對各領土居民的福利關心 

最切的莫如爲維護其福利而受神聖委託的當局。

五 . 本人在此出席，並不表示西班牙的立場有任 

何增減或改變，西班牙的立場業經其代表於第四委員 

會詳細說明。西班牙政府忠於所言和所採的政策。此 

所以它派有代表出席各次會譲。

六 . 我們知道於本委員會出席純爲自願的，但仍 

認爲本國政府旣無隱匿，旣願與其他有關國家合作， 

旣已將所有出版物送交秘書長，因此譲本委員會知道 

西班牙所屬非洲各省的情況是決無害處的。本代表團 

對這一方面認爲最關董要：此所以我們來此與本委員 

會建立聯系以使安靜地把事實說明使全世界對我們的 

情形及我們領土居民的生活情況有所認識。對我們來 

說，最重要的考慮是：道些領土的居民是我們的同胞。 

由於西Æ牙民族的人生觀唯有這是自然的結論。西班 

牙在以往是重要的探險者；西班牙人足跡所到的地方 

無不與本土人民融合婚購。因此我們在西班牙每聽說 

殖民主義的特灌無不感覺憂傷，因爲各國民族塵史上 

常有的妓視在我們是素來沒有的。



七 . 爲了相同的理由，我們覺得出席本委員會對 

全世界也可能有益。西班牙在美洲的經S 實爲S 史上 

一大嘗試，其結果是爲世所共靓的。至於西班牙所作 

所爲的得失，它與所接觸的各種不同文化水平的人民 

的關係究以何種原則爲根據，或這一段輝煌歷史的結 

果如何，本人不欲煩擾淸聽，因爲今日世界所面臨的 

主要現象是殖民地的解放。這是若干强國在十九世紀 

所採經濟和政治行動的緒果，西班牙是未曾參加的。 

西班牙從未爲殖民地主義國家，從未從事經濟剝剣， 

掌握市場，控制原料或殘殺土人。

八 . 假如我們對於殖民地之缺乏興趣，對於物質 

利益之不甚關懷，和我們絶對可以稱爲積極的—— 雖 

然有人看法剛好相反一 - 傳統，能钩幫助各位代表尋 

得有益於大家的思想、意見或原則，我們自當全力合 

作。

九.西班牙於非洲所屬各省其情況與西班牙半島 

任何一省完全相同。雨者之間全無區别；立法旣屬相 

同而居民亦享同等權利。雖然如此，本人仍應指出値 

得委員會認識的若干事實。

里约某足

一0 . 里約慕尼（Rio Muni) 省位沿非洲西岸包 

括科利斯哥（ Corisco ) 及厄羅貝斯（ Elobeyes )等島 

峡，佔面積二六，0 0 0 平方公里。

一一 . 大陸區0 北部以P客麥隆，西部以大西洋， 

東南部以加彭爲界。該省實際上爲海岸平原，自慕尼 

河起延至坎波(Campo)河有十五至二十五公里寬，包 

括間續向內陸伸入之若干準平原地帶。該省之海岸區 

可分爲三段，第一段自坎波河起延至本尼多（Benito) 
河河口，而巴塔（Bata)鎮則位於該段之中央；第二段 

自本尼多河起延至聖胡翰角（ Cape San Juan )爲本 

省伸出海洋最突出的部份；第三段自聖胡翰角延至慕 

尼河口構成役向東南的寬廣弧緣。全部伸延約一五0  
公里。

一二 . 本省的地質結構爲花尚厳佔五分之二（南 

部反東部準平原），片麻厳與石英佔五分之二（北部 

準平原）反海岸平原之冲積地佔五分之一。

一三 . 本省之山服結構有克里斯塔爾山（Cristal 
Mountains ) 之分脈，其中包括：

一四 . 中央系，劃分本尼多河及奥高委(Ogowe) 
與慕尼河谷。最重要之山名有"拉皮尼德拉台恩沙斯 

(La piedra de N zàs)或稱皮JÊI台地握斯（Pie de Dios)

山" ；奇美(Chime)山 （近厄維那容(Evinayong) )位 

於曲魯（Churu)森林中部厄亞馬容（Eyamayong)山， 

及比耶美耶美(Biyemeyeme)或米特拉(M itra)山，後 

者爲從伊拉娃厄港（Puerto Iradier) 可督見的氣派最 

偉大的山嶺。所有各山嶺的高度均爲一，二 0  0 公尺 

左右。

一五. 尼厄方-米科美森 (Niefang-Micomeseng) 
系，自米科美桑以東之尼厄方東南之北方邊界起延至 

本尼多與恩耐（N ney)河合流點以外。最高的峯嶺一 

端有馬亜(Maya)峯與tt巧古力(Chocolate) "即拍莫厄 

(Pamue)族人所稱爲比布爾丁多克（Biboldindok)峯 , 
在另一端則有阿倫（ Alèn ) 峯；雨峯均可從尼厄方誉 

見。該系爲巨大的屛障從尼厄方有山路横越通至厄維 

那容該系的最高峯低於一，一0 0 公尺。靠近阿羊堂 

-(Ayantang)離厄貝比因(Ebebiyin )山路不遠形成峡谷 

其下本尼河急流而過。

一六.朝海岸方向於平原與第一準平原之間有較 

小之山爲界，其高度自四五0 至八0 0 公尺不等。最 

著名的有拉伊塞斯（ Raices ) 山，厄貝比因山脚即沿 

山而上及姆布曼索克 （ Mbomansok ) 或朋邦友科 

(Bombanyoko)峯，後者爲最西之峯，高達四八二公尺。

一七 . 本尼多河，即巴慕埃族人稱爲沃羅（Wolo) 
河者，爲最主要的河流，其流域幾佔領土五分之三。 

該河之主要支流在其右有阿比亜（A bia) , 丙比利 

(B in b ili) ,莫莫(M omo)及孟戈（Mongo) ( 或孟戈拉 

(M o n go lia ),在左，則有另一阿比亜，齊沃 (Chiwo), 
恩扶魯（N v u ru ),恩耐及米東（ Mitong )。本尼多河 

從海口起約有二十公里可供中型船隻通航，自後即爲 

塞內（Sene)(或塞尼厄（Senye)) 急流，其最大不便之 

處爲其險峻的沙洲。但小型船隻仍可通航，從邊界(阿 

索克(Asoc)港）沿其上游八十公里左右至離厄維那容 

附近的大轉灣馬索克（Masoc)大急流爲止。自該難起 

直至塞內則經常分層下阵形成若干急流、小爆布及大 

爆布，其最大者爲阿索克丙台美（Asoc-Bindeme) 大 

潘布，距阿羊塔格（Ayantag)約有步行六句鐘之遙。 

在其支流恩耐河有本省最大的爆布多處。這座爆布多 

處於兩河値合之地點，其垂直下降距離有二十公尺至 

三十公尺不等。

一八.坎波河只是最後一段之左丰邊屬於酉班 

牙 ，其支流基厄河爲連接加彭的自然邊界。

一九 . 慕尼河係入海的河流，而注入該河較爲次 

要的河流爲敷甚多。所有各河凡流過河岸平原的段落



均可通航，且大型船隻能向上游敎至伊拉迪厄港，甚 

至更深入內地。流入慕尼河的河流最童要的有卡翁委 

(K aon w e),馬恰尼（M ach an i),后多基（Etoki) , 塔 

切 ( Tache ) 及米特美勒（Mitemele) ( 或稱烏倫波尼 

Utambom)o

二0 . 若干河流發源係在本省東西角注入加彭的 

主要河流奥高委河。

二一. 比匪迪委(B iad iv e ),烏比亞(Ubia),烏東 

台 (U to n d e),烏可可（U k o k o ),厄登布厄(Etembue) 
及阿也（Ayè)均爲較小的河流但其中有若干段可供小 

型船隻通航。

二二 . 慕尼河省各部落分爲雨大族：尼都維族， 

其中包括住在海岸地區的居民（賓加（Benga) , 巴普 

庫 （B ap u k u ),科母比（C o m b e),等部落）及拍莫厄 

族。後者包括內地部落，其中又語言分爲主要的雨 

大團體：涯阿克(Oac)與恩通(Ntum)。

二三. 截至最近，所發琪之續產尙未有较下列數 

種更重要者：赤鐵鎮；産量稀少尙不値得加工的金紅 

石；少量煤礦；金砂。關於金砂的淘採已頒給特許證 

於庫庫馬科克（Kukumakok)辦理。最近又曾進行I太 

鎮採採工作。

二四.本省所有的動物種類包括較大的動物如 

象、驅魚、水牛、河馬，大狼狼、黑狼狼及豹。爬蟲 

勤物亦有不少種。

二五 . 離巴塔市約五公里設有國際機場一處，於 

一九五二年開始使用。該機場的主耍特徵於本文另一 

處詳述。

二六 . 本省首府爲巴塔市；該市充分具有現代都 

市的外形。市內有通衝大道雨旁樓宇林立，巴塔市最重 

要的建築物有政府辦公廳、市政廳、省府辦公廳、敎 

區大敎堂、美術工藝學校、全科醫院、農業廳、鐘樓、 

海事部、勞工工業監督處、郵政廳、墨安琪孤兒院及 

各商行總處等。

二七.科利斯哥島據採險家伊拉迪厄的描寫像一 

瑰牛皮沿四角釘下的像子。該島的地質結構據稱爲

若干層海灰土、灰石及第三紀之沙石大致是横平的， 

但朝西南斜傾四度，其基層大槪係白塞厳膚"。該島的 

四週爲淺水暗碟環繞，其中不少經常露出水面，因此 

航行極爲危險。該島的周縫共有一七，七九0 公尺；自 

北至南的最長直錢爲五，八三0 公尺，自東至西，三 , 
一四0 公尺。

二八 . 科利斯哥島的本土居民屬"賓加"部落，居 

民原稱該島爲馬安奇（Mangi)"。這是該島最繁多的 

某一種樹的名稱；但當該島被發現時，即改用今名， 

其意義是"一道閃光"或"閃電"。

二九. 該島爲一拔海二十公尺的平原，有 '’小水 

道及低澤地"貫赛其間。該島海灘均有潔白細沙。

三0 . 科利斯哥島上居民主要賴採集挪子爲生， 

但其農業則不甚發達；農業可說只有僅足自給的農場 

及小規模咖蛛種植場。

三一 . 科利斯哥島上的建築物形態優美，有用三 

合土爲材料，亦有用精製木料的，景色甚爲宜人。初 

級學校、診療所及敎會大樓均係最近建成，教堂於一 

九四二年被焚毁後正在原處重新興建。

三二 . 厄羅貝斯係雨個小島之名稱，其土壤爲沙 

質，植物繁盛。雨島爲一淺峡所隔，雨島均處於慕尼 

河口，其地勢幾完全平坦。

三三 . 直至一九三Q年，慕尼河省副督暑設於小 

厄羅貝斯，但當時存在之全部建築物早經捨棄規已成 

廢墟。自此以後該島已無人居住，只間有少敷人在島 

上寄樓而已。"厄羅貝" 名稱來自雨島所産的羅比 " 
樹。

三四 . 由於西班牙屬赤道非洲的地理形勢，其氣 

候可稱爲熟帶氣候，隨地難的特徵，如高度，離山服 

之遠近，森林伐除之程度等等而變化。熟帶氣候之特 

徵爲氣壓平穩，風勢，鍵風或暴風有一定規則，經常 

濕度濃厚及雨量重多。一年最不舒適的時期燥風吹起 

時的低潮季節，其時熱氣升騰，視縫受胆，且空氣中 

的塵埃緩緩下降，家俱及光滑面上均覆上一層黃色沉 

激。

三五 . 慕尼河省的最高温度一赃低於費南多波， 

因此該區這部份的氣候比較温和q —九五八年至一九 

五九年雨年期內在聖伊沙貝（Santa Isabel)的陰處温 

度，其雨極爲3 4 .0及 1 7 .0度，在巴塔爲3 2 .6 度及 

15.0度。應該注意的是一九五七年二月A 日塾伊沙貝 

的35.3度爲以往十年來的最高紀錄。所謂雨季，其特 

徵爲暴雨頻仍，過後則天氣晴朗艇緣遙遠甚至從巴塔 

^ 以督見費南多波。

三六 . 至於所謂turbonadas的暴風，多於乾季與 

雨季之間的過渡時期發生，但應注意這是地方性及不 

同W向的大氣騒動。發生風暴時通常均有暴雨，而在 

此期內温度與氣壓均下降。



三七.慕尼河與費南多波的政府與行政舆西班牙 

任何一省無異。以後本人當提及費南多波省，但本人所 

說關於慕尼河的一切均適用於費南多波。一九E 九年 

七月三十日的法令規定該雨赤道省的法律制度如下：

三八.費南多波及慕尼河雨省分爲若干縣市由 

Ayuntamientos ( 市參譲會）管理，一縣市設有地方

之 Juntas ( 村參議會）, 村參議會對市參議會負責。 

中央政府有權對各省之行政作必要之改變。

三九 . 兩省由一總督代表中央政府統洽，並對中 

央政府負責。

K O . 總督由秘書長協助，後者於總督因事或因 

病請假時代拆代行，且爲雨省所有行政部Pg, 除司法 

與軍事而外的直接行政首長。

四一.每一省應任命民政長官一名對總督負責又 

就其管轄範圍之事項對秘書長負貴。

四二.總督之載務應的掛需耍指定若干名政府代 

表負責執行。

四三.中央政府所指派官員之權限與職務反其有 

關之管轄事項與工作範圍除視每一省之特殊情形外應 

符合民政長官之一般載掌與責任。

四四. 總督、秘書長反民政長官之任命與免職應 

以法令行之。

四五. 每一省設一省參譲會(Diputaciôn provin
cial), 其權限依地方政府法（Ley de Règimen Local)
所規定。省參譲會亦辦理以往由相同機關辦理之社會 

輔利事宜。

四六. 省參譲會係一代議機關，其組成依專爲制 

定之條例而決定。

四七. 上述各項原則業爲若千種法規採納，但本 

人擬促請注意一九六0 年六月前半月於本赤道區舉辦 

選舉的情況，自開始* 辦選舉機構之日起，即顯見不 

乏民衆的合作與支持。無論在費南多波首府一一這個 

歡樂繁庶的聖依沙貝市及慕尼河首府—— 繁榮的巴塔 

市，候選人熙來壤往，市街角落反拱廊之下满貼選舉 

宣傳，又，於雨省景色宜人氣候涼爽的小城市，羣衆無 

不充满熱情，一如首府的氣氛，由此可見居民的政治 

情緒已肆成熟。在阿諾逢也是一樣，居民對於選舉的 

深表興難反役票者的百分比之大都是選舉日的特徵。

四八.本人获將該次選舉之進展反結果加以簡括 

確切之說明。

0 九.以家族代表資格爲各參議會候選人者共有 

二四八名，由此可見社會各界對選舉之興趣：在費南 

多波省墨伊沙貝有參政員候選人二十五名；聖卡羅斯 

(San Carlos)有十四名；聖費南多有二十六名，安諾 

朋 （Annob&n ) 有十四名。在慕尼河省，阿庫爾曼 

(Acureman)候選人有九名；巴塔有二+ 三名；厄貝比 

因有十五•名；后比那容（ Ebinayong ) 有十五名；米 

科美森有四十五名；孟戈莫（Mongomo)有十名；恩 

索爾（Nsore)有九名；伊拉迪厄港有十二名；本尼多 

河有十一名；薩維拉台尼后方（Sevilla de Niefang) 
有十二名，伐拉多里特（Valladolid)有九名。這些敷 

字本身已足說明一切，不必再加評論。各選舉區的競 

選如此劇烈，其進行亦有效率，結果所有各區候選人 

數目遠超過譲席缺額。

五0 . 選舉於六月第一個星期日舉行，當時大批 

選民包圈該雨省於淸晨即設立的二0 七個選舉團，因 

此從第一次役票即預期役票人數必多。例如在聖依沙 

貝，投票人數佔選舉登IE冊人數百分之八十八；在聖 

卡羅斯佔百分之A 十；在聖費南多與安諾朋役票人敷 

有百分之六0 , 在慕尼河省，薩維拉合尼厄方之所有 

登記選民均已役票；其-次爲阿庫爾曼，佔百分之九+  
八；又次爲厄貝比因，佔百分之九+ 七；又次爲伊拉 

迪厄港，佔百分之九H ；又次爲伐拉多里特及孟戈 

莫，佔百分之九+ ; 巴塔則有百分之八十五；本尼多 

河有百分之八十一。

五一.第一日選舉經過良好未會發生絲毫不愉快 

事件。各驚選官於該日結束時就各省參譲會（Ayun- 
tamientos ) 譲員得票數目宣佈如次：

五二. 在聖依沙貝，Mr. Wilwardo Jones Niger 
得一，九九51 票；Mr. Florentine) Vivancos 一，九六六 

票；Mr. Manuel Gallego —, 九二三票；Mr. Gustavo 
Watson 一，八八三票及 Mr. Fernando Asensio 一，五 

三八票。在聖卡羅斯，. Mr. Amondo L igere得一，二 

0  三票；Mr. Miguel Sendros, 一，O 七三票； Mr. 
Evencio Alonso, 九三七票及 Mr. Jose Maria Elor- 
riaga, 八五八票。

五三. 在慕尼河省，下列各人當選爲參議員，代表 

各家族：在巴塔市，Mr. Pedro Lum u得三, îL六九票； 

Mr. Ricardo G ranados,三，三一四票；Mr. Faustino 
Epalepale,三，一九î l 票；Mr. Alfonso Mamendji, 二 , 
九五■九票及 Mx. Alfonso Nguema, 二，六七三票。 

在本尼多河，Mr. Martin Eguoro得一，六二三票；



Mr. Apolinar Nsue, 一，四五三票；Mr. Jorge Bihitue 
一，二七六票及 Mr. Carlos Ndongo, — , 0 五三票。 

在伊拉5È厄港，Mr. Pedro Jose Obiang, Mr. Damaso 
R. Sima, Mr. Fernando Ndongo 及 Mr. Francisco 
Beule當選。在薩維拉台尼厄方，Mr. Luis O ndo得 

二，三八五票，Mr. Pascual Ondo—, 二九二票； Mr. 
Sebastien Nsue —■，二一 O 票及 Mr. Mariano Asumo 
一，一一七票。在伐拉多里特， Jose Manana E l a 得 

二，O 二一票；Mr. Manuel Esono, 一，O 七六票； 

Mr. Rosendo Ela, 一，三五一票。在厄貝比因，Mr. 
Antonia Ela 得三，五O 八票；Mr. Cosme Nsue, 一 , 
九五九票；Mr. Baldomero Martinez 一，七二四票； 

Mr. Isidoro Abaga 一，五三八票及 Mr. Jose Nsue 一， 

O 二一票。最後，在米科美森，Mr. Salvador Alobo 
得二，四二三票當選；Mr. Leoncio Nguema 以 一 —• 
九九票當選；Mr. Manuel E co ro以八O 九票當選； 

Mr. Gabriel Balinga 以七六O 票當選及  Mr. Juan 
A beso以五五八票當選。

五四. 次一星期日，專派的選舉團代表選舉代表 

專門職業、經濟及文化團體的參譲員。憑不記名投票 

選出的如下各人，連同代表各家族的議員將組成各市 

參議會（Ayuntamientos) , 這些參譲會是關於本廣行 

政事先就得到了充分信任的。

五五• . 聖依沙貝：Mr. Alfonso de las Casas, Mr. 
Mauricio Bocari, Mr. Fermin Bohoco, Mr. José 
Estrada 及 Mr. Jaime Rofeso 聖費南多：Mr. Alberto 
Nbula, Mr. Pedro Meye 及 Mr. Alejandro Nbuiïa。聖 

卡羅斯：Mr. Aniceto Ariago, Mr. Pablo A. Governa, 
Mr. Mariano Ebriday, Mr. Antonio Nome。巴塔市； 

Mr. Rafael Blasco, Mr. Crisanto Garcia 及 Mr. José 
Millan Lopezo

五六.一九六O年+月間亦曾舉行選舉以便選出 

兩省出席西班牙國會之參譲員—— 慕尼河省三名，費 

南多波省三名。此外，充任聖依沙貝及巴塔市參譲會 

主席的市長由於其在市參譲會（ Comistorio ) 的地拉 

爲當然國會參譲員。本人兹將各國會參譲員的出身略 

作介紹。

五七 . Mr. Felipe Esono Nsue 二十多年來一*直 

是涯葉克 (O yec)部落備受敬愛的僮長。他已婚，有 

兒女四人，正値H十H歲的壯年，其對新知舊交的愛 

顧不下於家人；他後有敵入。平時他居住厄維那容縣 

市區的厄松（E s o n g )小鎮，以往各次選舉亦曾經當

選爲市參譲員。他曾在后維那容聖約瑟的敎會受過敎 

育，這次被選爲國會參議員，凡稱讚其誠實與道德品 

質的選民們無不深慶得人。

五八. Mr. Fernando Martorell是慕盾河省經濟

與社會界最著名人士之一。他是農人之子，本身亦爲農 

人，自幼即接管其父親所遺下的咖啡種植場。在以往 

他幾乎一直都擔任行政要載，曾任慕尼河省官立農業 

與林業廳長。巴達市的市政發展多係於Mr.Martorell 
歴任市民譲會主席各期之內實行。自該譲會改爲市參 

議會後，他就升任後者的主席；在家，他是一位好父 

親。

五九. Mr. Wilwardo Jones Niger 出身費南多

波的望族。他數度當選爲官方農業及林業廳的廳長， 

且幾乎是已廢的市民參譲會的永久會員，當時於里斯 

本舉行的西班牙美洲及菲律賓市長大會他曾代表市民 

參譲會出席。他被聖依沙貝市選民選爲議員並兼任該 

市市長。他將以市長資格出席西班牙國會。

六0 . 根據一九五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口普 

一九六0 年人口普查工作尙未完成一 慕尼河查一

省事實上的人口有一五六，七八五人而合法填報人口 

則有一六九, o 八0 人。這就是說人口密度爲£ 點六。 

本人覺得在這個階段應該順帶提一下費南多波的人 

口。該省於同年度普查結果，實際人口有H —，八七 

八人而合法填報的人口有二六，九六九入，因此雨省 

的實際人口共有一九八,六六三人而合法填報入口共 

有一九六，o 四九人。本人在此階段所以同時提及雨省 

的人口因爲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九年一期的人口統計 

是以共同預測爲根據的，至一九五九年終總數共有二 

一六，六七七人。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估計，截至一■九 

六0 年十二月三H 日西班牙赤道區的人口將超過二 

一八 , 0 0 0 人，换句話說與一九五0 年的数字比絞 

至少增加百分之十。

六一. 待普查工作辦理完竣，統計新將於適當時 

期證實預測數字之準確性。只在咋日，本人接獲最近 

發表之統計敷字：費南多波省有人口六0 , 0 0 0 人， 

慕尼河省有一六六，0 0 0 人。這雨項敷字都是大概 

的。入口的自然動態是根據市民登記而來並且是非常 

有利的。

六二 . 基本的農産品有咖啡、可可及綜境油。在 

后維那容有不同的實驗農場多處。在慕尼河省，主要 

的農產品是屬於热帶的。一九H 八年至一九五九年，慕 

尼河省的可可産量有七一顿；一九五九年咖啡産量



有H ,三三四嘲。一九s 九年咖蛛的平均商業或碟頭 

價爲每公斤五+ 五皮塞塔。依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的 

法令 , 咖喚價格是不受管制的。絲蘭亦有種植；出口與 

工業用的絲蘭於慕尼河省種植；這是巴慕埃的名產。

六三. 森林資源的全部開發均受厳格管制，其目 

的在保護不同的品種，E 塔、科戈C .Cogo )、本尼多河 

及薩維拉合尼厄方等區均如此辦递。木村品種敷達一 

二二種，其中三十六種是常見的，五 +—種是相當普 

通的，三十五種是不常見的。一九丘九年內輸出的木 

村約有一六九，九三0 嘯。木村業設有自用鐵道網；木 

村業又用河道、海洋蓮輸及拖曳機與貨車等等一切必 

要的蓮輸工具。

六四 . 畜牧業不足供應當地需要，因此必須輸入 

牲畜反屠宰的獣類以資補充。

六五 . 在低偏地帶養牛是衛生法律所禁止的，因 

爲這是防止昏睡病蔓延的最佳方法。

六六 . 養牛目前爾少，但牧羊則極爲普遍：羊有 

二九，九八0 頭，山羊有四，六五一頭，雜有九，四 

四一頭。家禽數目亦甚多。

六七.慕尼河省的阿儉山森林一部份設有保護林 

區；在拉伊塞斯山，狩獵是括對禁止的。

六八，一九五九年巴達的魚産有六一，八四七公 

斤；本尼多省有二, 五六四公斤；伊拉迪厄港有一六 

七》七九一公斤。

六九 . 郵政局有三十二所，無線電電報局有七所； 

費南多波與大陰之間有無線電話聯系；大陸區的聖依 

沙貝、聖卡羅及費南多波均有電話。

七0 . 衛生系統分爲四類:第一類爲技術祐書處， 

負責全部醫藥行政反藥品化驗室；第二類爲衛生局 , 
其下分設各種服務（如化驗室、兒童衛生、産婦護理、 

統計等）；第三類爲防抗風土病( 防痕、防房蓮動等 

等 ）的衛生組，最後一類爲醫院，下設外科、電療、 

放射等專科。

七一.所有衛生處所均直接經常與省衛生部保 

持聯絡，除向其報告工作情況外，復接受其措導與命 

令0

七二 . 一九S 八年度的醫護人員有醫務主任一 

名，醫師二十七名（包括外科醫師匹!名 ），藥劑師五 

名，實習醫師二十三名，女修士看護三十八名，醫藥 

助理員一三九名，男護士一七九名。

七三. 防抗風土病蓮動成績異常優良；例如，麻 

疯病已不復爲威脅，又由於排水工程及抗唐藥品的大 

批分發，瘾疾已大爲減少。

七四. 關於若千糧專P能S務亦値得一提，例如公 

立的産婦服務使死産的情形大爲減少。關於兒童健康 

亦受特別注意：近年來開辦了若干診所，又成立了一 

所名爲 "Gota de Leche"的機關，專以牛乳産品供應 

有此需要的母親。

七五 . 我們亦須提反改良外科設傭的努力。在聖 

依沙貝及巴塔的醫院已有最新式的設傭，又有救護車 

可從領土最遠的角落將病人迅速蓮送醫院。

七六 . 一九五九年內，受本省各醫院洽療的病人 

數達二二，七二0 人，巴達醫院於一九五八年施外科手 

術一，一*八二次，一九E ■九年有一，一 七 次 ，一九五 

九年受本省各産婦中心護理之婦女有二, 七九二人,僅 

在巴塔兒童診所受治療的兒童即有六二四人，在巴達 

受牙科治療者有三, A 七一人。

七七，官立學校分爲基本學校及初級學校。

七八.基本學校分佈全境係由聖伊沙貝大學修業 

領有執照之敎師任敎載。

七九.初級學校均由在西班牙半島師範學梭受過 

訓練領有執照的敎員任敎職。

八0 . 學校每星期上課五日，學年自二月十六曰 

起至十二月十五日止。

八一. 基本學校學生年齢至十二歲爲限。

八二. 學校數目備夠充足，比例上，酉班牙各省 

的學校敷目遠較鄰近各領土爲多。

八三. 最後，爲成年人亦設有學校，家政科設有 

夜班。

八四. 中級敎育：Patronato de Ensenanza Media 
設有科目以俯考選BacWllerato學位；修業完畢由大

學敎授組成之委員會舉辦學位考試。

八敎員主耍成份係博士或科學、哲學及文學 

等科大學畢業生。

八六 . 各科目均於雨層樓的校舍講授。該校估地 

一，四0 0 方米，校園寬敞並有所需的一切敎學器村。

A 七 . 高級敎育：高級敎育學院訓練敎員及公務

員。



八八 . 本土居民考取入學後，國家即擔負該生的 

- 切費用（生活費、衣服、圖書等）又如該生以寄宿 

生資格經過五年學習考取畢業後即當然被選派適當官 

職。

八九 . 職業及按術敎育：有農業訓練學校一所由 

農業專家任校長，醫科學校一所及美術工藝學校一所。

九0 . 凡證實有必要能力的學生均得領受津貼俾 

使繼續學業並於西班牙半島之大學及高級學校攻讀學 

位。

九一. 一九九年慕尼河省共有學校八十四所， 

其中包括小學七十七所，初級學校七所，敎員及助理 

敎員共有二0 八人。

九二 . 一九E 九年，學生註冊人數達七，五八八 

人；基本學校學生共有一五，0 四九，初級學校學生 

七七二人。

九三. Cardinal Cisneros中級敎育學校於一九51
九年有學生二三九人。

九四 . 本文必須提出的學校筒有一九S E 年+月 

十七日開辦的農業學校。該校於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七 

曰有學生二十人，又有設在巴塔的美術工藝學校，有 

學生一五0 人。

九S . 除這些數字之外尙有私辦敎育，如 Hijos 
del Corazôn, de Marfa傳道牧師所辦各學梭於一九五 

九年有學生一，îL七七人，又有 Immaculate Concep
tion 女修士所辦各敎會學校於一九五九年有女生一， 

三七五人。

九六 . 聖依沙貝廣播電台是官立電台，塵史最久。 

該合於工作日每日廣播三次共六小時，假日每日廣播 

二次共四小時半。一九五四年的廣播時間共有二，一 

一二小時，其節目包括新聞、音樂、外語廣播等等。

九七 . 巴塔之Radio Ecuatorial於一九五三年十

二月開辦，主要在大陸上之西屬幾內亜可以收聽。該 

台每日廣播兩次，共六小時。一九五四年之廣播時間 

共有一, 0 九E 小時。

九A .  Radio Papaya是聖依沙貝私辦的小廣播電

合。該台於官方電台不廣播的時間廣播，其廣播範圍 

是地方性的，節目主要爲音樂。

九九 . 出版物有下列敷種：Ebano—— 璧依沙貝 

出版的日報；Potopoto—— 巴塔出版的週報； Bantû 
 聖依沙貝出.版的雜誌； La Guinea EspÆola----

天主敎會機關報；Ager—— 農業報的機關報,其作用 

在供給農業方面的技術敎育並發表實驗緒果； Boletin
de la Delegaciôn de Trabajo  供給本省一切勞工

活動的資料（統計篇載有圖表，其資料較多的部份且

有搶B  ) ;  Boletîn Oficial de los Territorios 總

督府的機關報，每雨週發表一次，其中刊登全部官方 

公告。

一0 0 . 司法由 Tribunales de demarcaciôn, 各

區法院，區法官反本土最高法院執行。各法院完全不 

受政府機關的影響，且於司法程序遵守所有法律保 

證。體利是一向絶對禁止的。本省設有監獄。犯人服 

徒刑期內須從事適度勞動，本省亦設有少年法院及感 

化所。

—0 —. 吃人與役毒等案件已括跡；以往由於埃 

不及埃不塔部落的侵入曾發生過此類情事，這些部落 

現已無聚居地，侵犯他人財產及犯不道德行爲等案件 

的数目似未大爲減少。

- 0 二.在赤道厘的酉班牙各省受費南多波敎宗 

敎區的宗敎管轄。

一0 三 . 各該省的傳敎工作係由稱爲Hiios del 
Corazôn de M arla的傳道牧師會負責。該會係 Sanit 
Antonio Mark Claret於巴塞羅納省的維息(Vich)城

創立。

一0 四.本土居民歸依天主敎的人數據估計約有 

一八一, 0 0 0 人，足見各傳道牧師，不顧熱帶地區經 

常長途跋涉之苦，努力克服困難所獲的巨大成績。 ’

一 C Æ .自一八八51 年來， Immaculate Concep- 
tion會的女修士在雨省設會傳敎。她們辦有各種慈 

善、醫藥及敎育機關，其工作極令人敬佩。

一0 六 .― "九S X )年， Jesùs M aria會女修士於

慕尼河省JÊ貝比因建立會所以使從事敎育工作，特別 

注意辦理稱爲"S ig sa "的組繊。道是一種婚姻準傭學 

校，訓練本土婦女學習家政按術。

一0  七 . 最近， Hermanos de la Doctriaa Cris- 
t i a n a 會抵達巴塔市接辦美術工藝學校。設校校址係 

最近落成的，極其偉觀。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二日會隆 

重舉行落成典禮。

-^O 八 . 傳道工作亦由敎區敎士執行。協助傳道 

尙有本土傳敎士十二人，他們均曾於巴那柏（費南多 

波 ）的宗敎學院受過宗敎訓練。



一o 九 . 本省一九六o 會計年度的核准預算爲 

三一0 , 二七一，0 0 0 皮塞塔，一九五九年度爲一九 

八 ,三五六，0 0 0 皮塞塔。

‘ 0 . 支出的主要項目是在公共事業方面，佔 

百分之四十八或九六, 六七三，0 0 0 皮塞塔。其次爲 

衛生服務，計二四，九一0 , 0 0 0 皮塞塔。

 . 下列爲一九丘九年全省的對外貿易敷

字：進口，八一八,九四四，0 0 0 皮塞塔；出口，一， 

一三一，八0 五 , O O Q 皮塞塔。費南多波的進口達五 

三A , 九一0 , 0 0 0 皮塞塔，出口爲六二八，九一九， 

0 0 0 皮塞塔。慕尼河省的進口反出口數字爲二八 

0 , 0 三四，0 0 0 皮塞塔及五0  二 ,八八六，0 0 0 皮 

塞塔。

一一二. 一九S 九年，進口貨品有一0 —，九七 

四顿，其中八八，三A 二顿來自西班牙半島，一三，五 

九二顿來自外洋。出口品共有二六九，七三 £ 囑，其 

中二四五，五0 六顿輸往西班牙半島，二四，二二九顿 

往其他國家，輸往西班牙半島的主要出口品有可可、 

咖啡、挪子、木村、綜積仁及絲蘭；輸往外國的有鮮 

香襄、可可及木材。自半島輸入的貴品有燃料、水泥、 

化學品包括殺蟲藥，各類金屬及金屬製品，轉、光面 

冗及同類物品，葡萄酒及烈酒及米、果費、麵粉反乾 

魚。來自外國的進口品有水泥，汽車及貨車，拖曳機 

及其零件，金屬及化學品。

費南族波

一一三.費南多波是在幾內亜海灣中央的比雅弗 

拉灣 （ Bight ofBiafra ) 中的一個島，面積二, 0 七一 

平方公里，該島的位置爲平均北經度3°30'及平均東 

緯度 14°54'。本島的形象類似自北至南的不等邊四角 

形。該島地形簡單：島上有大圓雅形火山高達二八, o  
0 0 公尺，爲聖依沙貝的最高峯，其餘小火山亦有多 

處。向南伸延有巨大的火山服，其最高點爲莫卡峯高 

達一，八七0 公尺，雨大山臓於七0 0 公尺之高度爲 

一塞谷所隔離，自1Ê卡羅灣至康塞普森（Concepcion) 
灣橫過該島的狭窄部份。海岸斜度極深，沿二0 0 公 

里的海岸線有不少淺水灣流；在南岸登陸頗有困難。 

但在斜度较低的北岸有聖依沙貝海灣，海港極爲優 

良。

一一0 . 本島有很多河流，但因地形特殊關係 , 
多係狹小，距離極短。有些河流注入火山穴形成天然 

湖，如拔海一，七九0 公尺的莫卡（ Moka )湖即其一 

例。

，五.屬費南多波省的安諾朋島係火山溶厳造 

成的島，其位置坐落南緯T 2 5 '度。爲位於南半球的 

唯一西班牙屬地。本島面積有十七方公里。島上地勢 

峻嶋難於耕種；但該島仍輸出少量咖徘、可可、綜樓 

仁及其他産品。

一一六. 一般認爲一四七一年發現本島後始有居 

民。據一九五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普查報告，該島居 

民有一，四0 三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有八十三人。

-七 . 安諾朋面積雖小，仍有若干较高的 *  
嶽，如皮科台爾夫厄戈（ Pico del Fuego ) 峯 （三九五 

公尺）基伏科（Quivoco)事 ( 六0 0 公尺）反山塔米 

那 (Santamina)峯（七五0 公尺）。本島最顯著的地理 

特徵是周線有二，七五五公尺的馬沙芬（Mazafim) 碟 

湖。

一一八 . 除農業而外，安諾朋島居民的主要作業 

爲捕魚。他們精於捕嫁，往往乘小舟勇猛追隨以標搶 

刺捕。

一一九. 費南多波島及安諾朋島合爲費南多波 

省，其總面積有二，0 三四平方公尺，人口共有四一， 

八七八人。

一二0 . 本島原來的居民是波比族人，該族的起 

源不明。費南多波旣爲年代不明的火山島，因此島上 

人烟結跡的荒涼時代定必相當長久。

一二一 . 除波比族人而外，費南多波尙有外族的 

居民，因該島農業與工業不斷進展需耍較多的勞力而 

波比族人口過少不足供應所需。因此波比族人僅佔該 

島居民百分之三十。

一二二. 費南多波首府的塵依沙貝市，該市建於 

沿聖依沙貝灣的廣潤海岸平原，具有現代城市設計的 

一切利使。根據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數字，聖依沙貝居 

民有一一，o 九八人。聖依沙貝的旋泊所構成沿本省 

海岸形勢最自然的避風海港，其後又加建人造的碼頭 

與堤塌，使該港大爲改良。

一二三. 値得提起的其他城市筒有聖卡羅市及康 

塞普森市。該市之名稱來自聖卡羅港，是輸出農S 品 

的良好港口。其他人口聚集的中心是農民及商人聚居 

的小城鎮。

一二四. 該島的農業原限於種植可可。其後，可 

可種植場渡過厳重的危機時，兼需加種其他農作物， 

於是遂開始種植咖啡。其他農作物有香蒸、挪子、肉 

桂、華尼拉、胡椒、蜂蜜、綜積仁反藤酒精。該島亦



出產橡疲。橡獎來自熟帶植物的橡皮樹；該樹盛産於 

可可園。園藝甚爲發達，特別是在莫卡的高原爲最。 

該島可種植熟帶植物的面積達九0 , 0 0 0 公頃。

一二五 . 主要的農作物是可可。一九51八至一九 

五九年期內，可可出産達二0 , 七九0 嘲。

一二六. 可可的目前產量不特可以供給本國市 

場，且可有一部份外銷。但由於國內需耍日增，可可 

出口漸有減少。

一二七 . 在另一方面，咖啡產銷刻在渡過穩定時 

期，其原因之一是若干種植場爲出産商業品質较高的 

咖排曾經革新。

一二八 . 香襄雜然慣値較低，但一九5：三年開始 

輸出新鲜香蒸，結果此項農產品的重要性增加不少。 

香襄出口的價値於一九51九年達到三千九百二十萬比 

塞塔，其出口量則達一四，三七九黯九P® 。

一二九 . 莫卡高原的作業値得一提，但其價値不 

在金錢而在對當地居民的重要性。莫卡流域合作社業 

已成立，其主要作檢爲馬鋒畫。

一三0 . 實驗農場亦有雨處，一在聖依沙貝，另 

一在慕素拉（M u so la ) ,其工作爲選種热帶植物。

一三一 . 我們亦應一提費南多波農業會。該會係 

按合作原則辦理，毎年分發敷千嘲肥料反殺蟲藥。細 

節暫且不提，只在一九五八年，農業會分發硫酸銅三， 

四四三，七四0 公斤，石灰二三，五九八，0 0 0 公庁， 

硫酸經一,一七六，五0 0 公斤，又，分發相同敷量的其 

他種類肥料。

一三二. 作爲集體財産耕種的土地亦有敷千公 

頃。土地係依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的法令撥劃的，依其 

規定不得轉讓，樓佔並享受授予Consejos de Vecinos 
之同等權利。該土地屬於全村的本土居民。

一三三. 畜牧業有堅固基礎的唯一地黯係在莫卡 

高原。該處已推廣進行伐林活動，原有樹林淸伐後豊 

植靑草以充牧場。主要牲畜爲牛類。牧羣在空地上生 

恭，現已完全適應當地氣候。

一三四. 本區最大的牧場稱爲Potrero de Moka。
據一九五九年的最後一次統牲口共有三，o —五 

頭。此項牲口係爲本土消費而養的,但因供不應求，故 

尙需從鄰近各地輸入奪牛。馬匹有利於勞作，當地亦稍 

養馬。一九五九年共有馬一■二一匹。該區牲畜並無特 

殊疾病,莫卡以外地黯無畜牧業可言，但有不少家禽。

一三五. 漁業爾不足稱爲企業，或爲具有任何重 

要性的經濟部門。但在聖依沙貝一九五六年的魚產達 

一五五，0 五£ 公斤，一九五七年達二0 三，五A 三公 

斤，一九E 八年達三六二，一七九公庁，一九5：九年達 

四八四，六五九公斤。

一三六 . 據最近情報，該島有良好的對外貿易平 

衡。據一九五九年度數字，該島輸出貨品總値有六二 

八 ,九一九, 0 0 0 比塞塔，入口總値有五三八,九一 

0 , 0 0 0 比塞塔。主要的出口當然是咖啡、可可及 

香憲。出口品的種類與進口品的式樣繁多比较殊屬有 

限，後者的S 要種類包括建築器村（鐵、三合土、m、 

冗 ），赚頭食品、汽車、農業機械、燃料及工具。

一三七 . 一九四二年成立工業檢察司，其總辦事 

處設於聖依沙貝。該檢察司之職員包括總工業工程司 

一名，工業設計專家若千名及本土助理員若干名。該 

檢察司對本島工業化曾發揮巨大作用。一九五三年至 

一九五七年五年期內，熟力發電廠、水力發電厳、肥 

阜及挪油廠、綜擅仁提'谏廠、辣油廠、縛冗廠，各類 

機動鍵木廠及冷藏庫等相繼建成。這些企業的主權很 

多給予Consejos de Veciu.os。發電站特别受董視，近 

年來建成的發電站已有四所，聖依沙貝市於一九S 八 

年滑費電力一，九二九, 二八三近時。供應農村及農業 

合作社的小型發電站亦建有多所。 '

一三八 . 我們亦應提供有關建築業的一些數字。

一三九. 據統計數字，在聖依沙貝市，一九五六 

年度建成住宅三十九所，建築費共達一四，二四四，六 

五五比塞塔；一九五七年建成一一■九所，共費二七， 

七一七，九五九比塞塔；一九五八年建成一0 四所，共 

費三0 , 七四一，九六一比塞塔。塵於該市人口只有一 

一，0 九八人，建築的比率可謂相當的高。

一四0 . 該A 现有的所有公路均以聖依沙貝爲起 

黯，另從幹線分出若干支路及短程旁路。最重要的公 

路係璧依沙貝與康塞普森之間及聖依沙貝與聖卡羅之 

間的公路。

一四一 . 在交通方面，船蓮及空蓮是最董要的雨 

種。近年來由於各種原因，特別是一部份横渡大西洋 

航線的商船以聖依沙貝爲經常的停靠港，因而船蓮大 

爲與盛。因此該港的養護與改良備受注意。例如，該 

港新建船填內設碼頭面積達二三，八五八無一八方公 

尺，通以廣潤的大路。該船填業於一九五六年啓用。 

此外，又增設新型電動起重機並新建商業堆機。與聖



依沙貝的情形相較，壁卡羅及康塞普森灣則較天然， 

因此船舶多泊旋灣中以較船起卸賞物。

一四二，一九五六年，入港船舶有二二五艘， m 
港船舶二二三艘；一九五七年，入港二二0 艘，出港 

二二二艘；一九五八年，出入船舶均爲一七六艘；一 

九五九年出入船舶數目亦均等，即一五二嫂。

一四三. 一九a 八年經聖依沙貝入口的貸物共達 

七五, 0 0 0 嘲，出口共達三六，七0 0 嘲。

一四0 . 空蓮量亦繼有增加；聖依沙貝設有现代 

化的飛機場。莫卡有小型飛機場以供本省各部往來小 

型飛機之用。

一四五. 一九五九年，入境旅客有二，一三0 人， 

出境有一，八九二人。

一四六. 聖依沙貝與巴達之間有客機往來，後者 

且有航線與馬德里連接；聖依沙貝與聖多美之間，聖 

依沙貝與都阿拉之間均有客蓮航線。

，四七. 現在報告■ 於該島的社會、敎育與衛生

一四八，爲逐漸與穩定促進本土居民之進步起 

見，必須設置各種組織以保護其特殊利益，提高其生 

活水平並攝助其逐漸及順利進入文明的階段。同時也 

必須保護他們，不受外人欺侮。抱此目標遂臨時成立 

土人福利管理局（Patronato de Indigenas)該局現已 

完成其工作。該局在島上所辦各事，功效卓著。該局 

辦理孤兒院，設立市鎮，將土人遷出不良地區藉此促 

進住宅建設與诚市化；與敎育當局合作興建學校，頒 

給補助金、獎金及高級敎育獎學金；與公共衛生當局 

合作，建立醫院多所，並於本島最偏僻的角落廣設醫 

務所；核發婚姻、住宅等貸款以提倡家庭生活。該局 

免費供給專家，藉其協助辦理檢查工作，提出報吿書 

並執行農業合作化與改長之工作；提倡、組織並指導 

農業合作社使農民們取得耕種田地及推銷其農産品所 

需之資源，由此免除農民受貧乏經濟所潛存的許多弊 

端，使他們無需吿貸及租賈。該局免費以耕地發給本

島居民-----最近核准特許地兩段，每段面積有二 , 0
0 0 公頃—— 並促成集體農場雨處以應將來人口增加 

之需。由於所有各項政策的結果，本省土著居民遂得 

掘股;爲他人執役之苦。

史陳績，不復存在。費南多波及慕尼河雨省的司法組 

織及制度均受一九S 九年七月三十日法令的支配。該 

法令包含平等的法律原則，其第二條聲明雨省的司法 

制度不論爲民法或刑法均應符合基本法與全國通行法 

律的規定。

一五0 . 勞工制度主要受雨項法令的支酣：一爲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的法令，另一爲一九五三年十 

一月九日之法令。這些法令不僅規定每工作日不得超 

過六小時與適當的工資，旦規定商業機關必須免費供 

給工作人員適當的住所、嫉樂與文化設傭，醫療及藥 

品等等。關於勞工意外保險的廣大辦法業已建立。如 

前所述，由於農業政策的施行，很少本土居民願爲工 

資而工作。

一五一. 本人指出費南多波的本土居民持有農田 

業權三，八0 0 宗，在慕尼河有三，五0 0 宗。本土居 

民在費南多波持有城市財産業權五, 0  0  0 宗，在慕 

尼河省有四0 , 0 0 0 宗。

一五二 . 在敎育方面，工作亦非常積極。本島供 

給基本、初級中級與高級敎育。基本敎育係由在墨依 

沙貝高級敎育學院受過敎育持有執照的敎員擔任。中 

級敎育由在西ïfE牙半島師範學校受過敎育持有執照的 

敎員擔任。本島的敎育制度組織與慕尼河無異。本人 

前已述反現不費述其細節。兹將與費南多波特别有關 

的敷字提供如下。

一五三. 一九五九年費南多波有基本學校二十六 

所，初級學校六所，换言之敎育機關共有三+ 二所。 

同年，基本學校註冊人數有二，四五八名，另加安諾 

朋島三所基本學校註冊人數二一九名。費南多波的學 

校註冊人敷共有二九0 九名。一九五九年，初級學校 

註冊人數有一八五名，參加初級敎育文憑考試共有四 

九六名，其中及格者有一八七名，落第者三0 九名。

一五四. 一九五九年本島有官立學校二十九所， 

其中基本學校二十三所，初級學校六所。在聖依沙貝 

亦設有高級敎育學院專事訓練本省未來敎員反政府人 

員。

一五五 . 本人亦應提反在巴那柏有一宗敎學校， 

學生約有四十人。

玉 六 .本人新提道些敎育機關均係爲本土居民

，四九. 本人欲着董此項聲明的這一部扮藉以靡 而設。

淸賴比瑞亜代表所稱被解放居民及未解放居民之間存 

有歧祖待遇之錯誤印象。本人剛：r 所說的制度已成歷

■ 一五七. 本人不能不提該島的一般敎育設傭尙有 

墨依沙貝公共0 書館。設圖書館主辦人係檔案學，圖



書館學及考古學家專業協會的一位載員，其下設有職 

員多人，有來自西班牙半島的，亦有就地循用的。該 

圖書館利用小型巡迴單位眷全島各地服務，並用郵寄 

方式將園書直接借給借書人。

一BL八 . 聖依沙貝有定期出版物七種，除 Ebano 
係曰報而外，其錄均係月刊或半月刊。聖依沙貝亦設 

有廣播電台，其週率爲七，一六0 千週，每日廣播七小 

時。

一五九 . 本島的衛生事務係與慕尼河省聯合管 

理，爲此原因本人將不賛述，只將有關本島的敷字提 

供如下。

一六0 .  $ 依沙貝有一等醫院一所，內設病床二 

五0 張。聖卡羅有二等醫院一所，內設病床一0 五張。 

一九五六年聖依沙貝醫院受療病人計一一3七六一名， 

一九五七年一四，九七四名，一九五八年一六，o 七七 

名。聖卡羅醫院在相同各年度洽療病人六，六 O S 、 

八，一四八及一0 , 六二二名，聖依沙貝醫院於一九五 

六年施行驗血一一二，七E —次，一九五七年，一二 

0 , —二二次，一九S A 年，一三四，七六七次。聖卡 

羅醫院於一九五六年施行外科手術二四，七 0 三次 , 
一九五七年，二九，五H 四次，一九五九年，四0 , 0  
八三次；聖依沙貝醫院於相同各年度施行外科手術次 

數爲一，七五四次，一 ,三八八次及一，五二七次。聖 

依沙貝醫院兒科珍所於一九五六年治療兒童一，九八 

二名，一九五七年，二，七七二名，一九五八年， - ,  
五七六名。

一六一 . 聖依沙貝牙科診所於一九五六年治療病 

人八七四名，一九五七年，七，五0 二名，一九五九 

年，三，四三七名。

一六二 . 司法斤政與慕尼河省相同。一九五六 

年，拘禁人數有二，一五二名，其判罪最多者爲違法 

與擾亂洽安案件（五四七)；一•九H 七年逮捕人數二， 

一六九名其中有六六八名係因違法及擾亂洽安被浦。 

- •九E 六年曾對輕罪案件四宗，重罪案件十四宗進行 

司法起訴。一九E 六年有民事訳訟案四六六宗，一九 

五七年有三九八宗。一九五六年璧依沙貝監獄有犯人 

三 0 八名，一九五七年有二六四名。

一六三 . 本人欲向委員會指出所有社會、保險、 

勞工立法反有關道個廣大間题雇來的一切法令均同樣 

適用於費南多波省與慕尼河省。此外，本入業已提反 

的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日的法令董申基本法及西班牙 

半島一般立法的規定，無論在民法與刑法方面均對費

南多波及慕尼河省同時適用《該法令第二條明文規定 

舉凡一切法律、法令、命令及其他規定，無論屬於一 

般性或屬專門性，均於政府公報發表二+日之內自動 

適用於費南多波及慕尼河。

一六四. 該法令又稱各行政事務之組織均遵循西 

班牙各省之一般式範。該法令復規定費南多波及慕尼 

河雨省與西班牙其他各省有派議員出席西班牙國會及 

其他機構之同等權利。

一六五 . 相同地，司法組織將沿用西班牙制度。

一六六. 第六條規定雨省現行的勞工制度必須爲 

社會保險、合作及助等寶訂條例並實行勞工立法所 

列舉的其他原則。

一六七. 地方及城市財政制度亦受西班牙半島所 

訂法規的支配。

一六八 . 靈於上述種種考慮，並計及雨省並無與 

半島上西班牙其他各省相異的個別或特殊立法，因此 

我們的聲明內也就未分別提及，只就有關這些事項的 

各方面提到若干統計數字，而不詳述支酣各該事項的 

組織與立法程序。

百厲撒☆拉

一六九，西屬撒哈拉省面積有二八0 , 0  0  0 方 

公里。該省以摩洛哥爲北界，其東南，除靠東有數公 

里以阿爾及利亞爲界外，以茅利塔尼亜爲界，其西則 

以大西洋爲界。

一七0 . 本省僅有居民三0 , 0 0 0 人，因此只是 

局部有人居往的地方，其人口密度只有點二，即每方 

公里只有居民一人强。

一七一. 撒哈拉省並非一般人以爲是廣潤的平原 

而是處處均有高地，但其高度很少超過五0 0 公尺。

一七二. 無論從那一觀點來看，西屬撒哈拉等於 

沒有水道。即有河道其河床亦經常乾酒而鮮流水；只 

有降雨之時，河水;T暴流。這些旱河最大的是沙基亞 

厄爾哈姆拉（Saguia-el-Hamra)河，本省北部即以該 

河爲名。

一七三 . 撤哈拉的氣侯，顧名思義，是乾燥的- 
其特徵爲空氣乾燥雨量稀少；降雨不常發生即有亦多 

爲暴雨。沿海岸及鄰近平原，水氣蒸發有時變成靠 

雨有如重霧，但在內地幾乎都是暴雨，且如前所述， 

阵雨次數極不規則。風勢經常猛烈；道也是氣候特徵 

之一。每曰湿_度升降曲線因曰間與夜間温度懸殊關



係，起落頗大；平均温度自正月的一五蘭六度至八月 

與九月的二十點八度之間起伏不等；每年平均温度爲 

十七難九度。

一七H . 不似若干國家稱草原、笞原等等有相當 

出産的平地，撒哈拉沙漠幾乎完全乾燥貧療，因爲沙 

漠中雖有少敷graras經當地居民試種大麥，但不一 

定能有收積。當地居民是選用土壤較潤的地段試種， 

E3週環植灌木及小叢樹以防炎燒作物的熟風，但結果 

仍常常失敗。除上述無足稱道的種植而外，沙漠景色 

有如在洋一片僅有少敷綠洲植以talhas (有刺的阿拉 

伯橡樹)及零零落落的綜積樹難緩其間而G 。在廣潤無 

涯的沙漠、沙 丘 （ erg ) 反酒河（ wadis )與石厳台地 

(ham m adas)宜相交錯，而另一地理特徽則爲沉激 

(seb jas)形成的互大低蜜地區。

—■七五. 據最新綺計數字，一■九五七年的耕地面 

積僅有五六七公頃，一九五八年有五七三公頃。唯一 

重要的農産品是大麥，其産量一九五.七年有一二，二 

四0 百碌，一九五八年有一二，一0 0 百碌。玉蜀泰 

及 taqalit亦有種植，但產量較少。森林總面積根據 

最近敷字約有二, 八七九公頃。當地有官立農業所三 

處，利用灌槪工事，從事種植玉蜀泰、首宿、大麥、 

菜蔬、及飼科。

一七六. 這片瘦療廣滴的地域雖缺少草原但在少 

數有草地帶仍有相當嫉目的牲畜。根據最近統計數 

字，一九五七年有路蛇五0 , 八三二頭，山羊四九，五 

一0 頭，綿羊二三，四0 0 頭。驟、舉牛反馬亦有少 

數。自一九五六年來，牲畜，特别是酪蛇、山羊反綿 

羊的敷量大有增加；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及一九五六 

年三年內每一類只有一, 0 0 0 頭。

一七七 . 據一九51七年反一九五八年數字可見浪、 

業爲比較有前途的資源。一九£ 七年於西屬撒哈拉各 

海港上陸的魚類有一, 0 三四，六一八公斤，共値四， 

0 九0 , 九二四比塞塔；靈年增至二，二 0 二,七八六 

公斤，共値六，六H七，二九五比塞塔。

一七八 . 一*九五七年，在該領土各港旋泊的漁船 

共有一八九艘，其總囑位爲一，六五六點四五顿； -  
九五八年增至五四一嫂，其總顿位爲一五，七五六點 

A 六囑。* 於農業、林業及畜牧業的前途無可發展又 

靈於上列敷字所指示，當局曾不斷致力於漁、業的充分 

發展。

一七九. 會經有計劃經常進行調查的潛在資源是 

下層土。在查探油擴方面曾不斷進行調查II：作已有五

年多，經過所需的地球物理研究以後，目前已在阿尼 

克進行鎭孔查探。在阿格拉恰 （ Agracha ) , 擴業局 

亦在進行地質研究並在進行績孔及從事分析以使調查 

開採鐵礦與磷礦的可能性。

一八0 . 在厄爾阿西姆 （El Asium) , 維拉西斯 

內羅斯（Ville C isn ero s),奥塞爾特（Auserd)及其他

地黯剥在加緊辦理貯水m程，提取地下水，改良水井 

並新建水井等工作。在這一方面，各城市飲水供應已 

大爲增加，又會建造水管、水庫等等。在內地，各水 

井均已加深、擴大並改爲现代化。幸賴各該工程，后 

爾阿西姆在短短十年內已成爲美麗的現代城市，有居 

民三，0 0 0 人。

一八一. 當地幾乎後有工業，唯一値得一提的可 

能是手工業。稱爲 ’’maharreros"的藝匠以金屬特別是 

以銀爲工作村料，其作品如橋、手觸、耳環、盛盤等 

等，往往成爲有眞實債値的美術品。當地亦有出産歯 

酶食品、耀頭魚類、及魚產品的新興小工業；一九E  
七年需要的工具共値三千萬比塞塔；一九五八年其總 

値增至四千二百萬比塞塔。當地亦建有産電二六六， 

0 0 0 近的發電站若千所。

一八二 . 貿易亦屬極小想模，限於輸入必需品以 

應領土的需要。出口品主要限爲乾魚，而近年來名爲 

tu ry a的産品亦稍有出口。這是一種新織纖維，係大 

風括入藏於沙基亜厄爾哈姆拉的石灣的天然產品。關 

於小規模的貿易亦有若干數字可以提供。一九五七年 

入口總値有一九,一三三, 八E 八比塞塔，出口總値有 

六0 , 0 0 0 比塞塔。一九五八年，入口總値有三S ,  
一四五，一八九比塞塔，出口總値有六 , 八八九，二三 

九比塞塔。食物及領土漁船嫁所需燃料佔進口數字的 

最大比例。出口數字幾乎完全與魚及魚產品有關；另 

一項目爲牲畜及牲畜産品。

—八三. 如領土的其他一切情形，通飘及蓮輸亦 

屬有限，但在本省內及與外間交通，因跑道標IB改進， 

新闘跑道反於JS爾阿西姆與維拉西斯內羅斯擴展飛機 

場設備遂大有改善。陸上交通工具亦曾有改良。拉阿 

蓋拉 （ La Aguera ) 港刻在進行擴展及改良，但先以 

建築碼頭開始。最â , 維拉西斯內羅斯港的工作加速 

進行，且計劃在卡波波哈多爾建一新港。郵政及電話 

事務由於新建樓房及購置新設傭等亦有所改良，且在 

通信、電報、郵包及琪金腫票等方面數量大有增加。

一八四. 一九五七年，海蓮旅客人數有二，五一 

八人；一九五八年有三，九八H 人。一九五七年貨蓮



總重量有一0 , 0 二八點零五顿，一九五八年有七0  
五，八三二嘲。

一八五. 一九五七年空蓮入境旅客人數有一千三 

百十三人，離境人數有一，三三七人，一九五八年入 

境旅客有四，三一六名，出境人敷有二，七七七名。

一八六 . 一■九五七年有公路及道路十六條，一■九 

五八年十九條，共長約六，0 0 0 公里。一九五七年 

有車輔七十六部，一九五八年一二八部。

一八七 . 一九五七年，本省預算達八六，七六二， 

二九四黯七一比塞塔，一九五八年達四九,一一六，一 

七三黯四八比塞塔，其中撥款最多者爲行政、公共事 

業及衛生部門。

一八八. 本人現在談到本人聲明的最重要部份： 

本省居民過去及現在的生活情況如何？他們以富有詩 

意的形容詞自稱爲" 雲的子孫"，因爲他們經常追尋降 

雨的地默以使利用受雨水滋養的草原。西屬撒哈拉若 

干部落的生活特徵爲各種遊牧方式，但本省有匿別明 

顧的三個區域，各有不同的經濟生活方式，旦在相當 

程度上甚至有不同的社會生活。第一，在北方有山地 

的比蕭貝爾族人。他們是趨向於定居生活的。再次則 

有自置家室並從事農業而每年有一定時間向南移居的 

某些部落；這些部落可稱爲半游牧式部落。從沙基匪 

厄爾哈姆拉至南方最廣大重要的沙漠，居民多爲游牧 

民族；他們的生活方式雖不專是但基本上是逐水草而 

居的。

一八九. 財査及財富基本上是以牲畜來計算的： 

撒哈拉是幾乎後有人享有土地的。牲畜財富的多寡隨 

不同部落甚至隨一個部落內不同的家庭而異。典型的 

中下家庭約有路乾五頭。不貧不富的中等家庭有路12 
十S 至二十頭。富有的人有時擁有路粒七十頭，亦有 

擁有路乾一百、二百甚至三百頭的。

一九0 . 範圍劃分最爲顯明及最易辨別的社會單 

位稱爲 jaim a,其所有成員均在一個戶口居住。道就是 

四或五口之家。ja im a往往在廣遼的沙漠彼此隔離， 

但亦常見五、六、九，甚至十五個 jaim a結合成小團 

體的，jaim a有時形成一個大家族，以族長及其妻室、 

兒孫等爲成員，然而社團並不一定以男族爲基礎，因 

爲許多團體是通過女方戚族而成的。

一九一. 較大的社會單位西班牙語稱爲cabila或 

部落。cabila是構成份子不同的社會單位但具有若干

特徵使其易於識別。第一，每一■部落有一■個眞確或假 

設的組宗—— 一位聖人或歷史上傑出的人物—— 其姓 

名爲全部落所承襲且全部落的成員，至少中堅份子自 

稱爲其後裔Q —般而言，馬拉凯脫派的伊斯蘭敎法律 

於西非洲與北非洲習用；但在這個可稱爲基礎的一般 

法律制度之內，每一部落各有其習慣、習慣法及傳統。

一九二. 在一個部落之內又分數部，阿拉伯語稱 

爲 fa jh e d ,甚至有更小的劃分，在日常生活中佔重要 

地位。因此在每一部落有各色各樣反重要性不同的分 

部。

一九三. 若知當地缺少其他社會制度下所有的固 

定的社區及分工辦法，因此撒哈拉無從有其他文化所 

有的若干種團結方式，則上述種種當易於了解。在沙 

漠中，每個人必須非常小心地防護他的地位，必須知 

道他在他的部落中和小園體中的身份。這是與游牧民 

族的生活有基本關係的。

一九四. 此外尙有若干部落因有共同組先而形成 

團體的。譬如有些部落自稱爲囘敎先知的後人。這就 

是伊斯蘭敎宗敎貴族一派的丑技部落。該部落自稱爲 

法蒂瑪的後人。這個部落包括埃爾格衣白脫及陶百利 

脱等族人。

一九五. 除a i â 部落而外，筒有自稱爲"阿拉伯 

人" 或 '’帶搶的人" ，一如其名稱所指，這族人原係部 

落戰士，其中包括住在北部靠近阿衣恩（ Aiun ) , 即 

沿摩洛哥邊界緯度27°40 '的德克那族人，又包括約有 

六三0 家的阿烏拉特德烈母族人。

一九六. 第三類是兹烏亜衣亜族，恰如前一類族 

人自稱爲"帶槍的人" ，這一族則自稱爲"讀書的人"。 

他多數爲敎員、可蘭經的講解者、法學家，即一般 

上俱是研究經典法學的人。西屬撒哈拉的法律和宗敎 

文化實際上旣爲丑球族人新專，因此多數获烏SE衣亞 

族人在茅利塔尼亜居住。但在本領土亦有若干家族是 

屬於获烏亜衣匪族的。

一九七. 最後，尙有稱爲兹納加的第四類。道些 

多是沿海岸的漁民或牧人。他們屈居於所謂阿拉伯" 
人或"帶搶的人"之下，大約因爲他們一度是弱者，人 

數稀少，或者以往曾在戰事上受挫。

一九八. 我們曾設法闇明本領土社會制度特的 

徵。若念及其他種種因素，如自稱爲ahel意欲加入圓 

體的大批門徒，則社會體制益形複雜，若繼續說明則 

恐此項聲明將過於冗長。



一九九. 但請勿發生誤解：撒哈拉雖有如此多的 

階級劃分，但慈善是非常盛行的。最値得注意的一種 

制度稱爲meniha。依此制度，富人譲窮入使用其所 

有的一部份牲畜。他們比其他各族亦較懷慨好客。一 

般而言，撒哈拉的居民表現極高的智力。

二0 0 . 當局曾數度設法勸入民過定居的生活。 

最近在沙格烏亜哈毋拉河左岸離河口約有二十公里的 

阿依恩會試行一次。當局於該地開掘水源充足的大井 

一口，同時又於沙基亞厄爾哈姆拉河的雨岸引導河水。 

官方機關創辦實驗農場以便敎導農業技術，而本土居 

民之有農業知識者亦分得土地自辦農場。緒果，四周 

種植果樹的花園及農莊在沙漠中次第建立起來。其後 

街道、廣場以及新城市所需的設傭如排水溝道、自来 

水湧泉、學校、美術工藝學校、舒適的住所均一一成 

立。最後阿衣愛及海濱之間築成汽車道一條，並於海 

灣設旋泊所以便商船隨時停泊卸下賞物。沿岸漁業興 

盛有豊足的魚産供給該城市居民的需要。

二0 —.在該地之北當局亦在設法建立城市並以 

當地的水井丹坦爲名。

二0 二.道樣簡括檢討撒哈拉社會人文情況之 

後，可知以統計0 表及敷字來說明是很難的。該地居 

民旣泰半爲遊牧民族，因此難於辦理人口普查。但幸 

賴當局的堅毅與上述促進人民定居的努力，我們能夠 

提供關於一九五七年及一九五八年的一些數字。

二0 三 . 我們開始時曾說當地人口有三0 ,  0 0  
0 人，但依法統計的人口則有一九，二三五人其中一， 

七一0 來自半島，一七，五二五係本土居民。

二0 四.當局最關心的事項爲人民的衛生及文化 

福利。

二0 五 . 該地有衛生機關十二處，其中在阿衣恩 

及維拉西斯內羅斯有醫院兩所，醫療中心及診所城市 

有四處，鄉村有兩處。各該衛生機關於一九£ 七年療 

治病人共一三，四三九名，於一九五八年共一二，七0  
八名。一九五七年治療與求診病案共五四，四二九宗， 

一九五八年有五0 , 八三0 宗。一九五七年防密蓮動 

受X 光透親人數有一四九人，一九五八年有二，八五 

三人。根據一九五八年的敷字，在各醫院及各診所服 

務的醫生反醫師助理有四十七人。

二0 六.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學年共有學校 

九所，敎員^^一人。一九£ 六至一九寂七年度男女學 

生入學人數共有三二七人。這些學生有来自西班牙半

島者，但其最大部扮是本土學生。一九丘七至一九丘 

八年度，就學的男女學生共有三三七人。

二0 七，關於成年人初級教育，官方亦會加緊努 

力辦理；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學年，成年人上課人數 

有一0 八人，其中二十四人來自半島，八+四人係本 

土居民0

二0 八 . 據一九五八年的調查。當地有圖書館雨 

所，對外借閱圖書共一，二三六冊，借閱人數該年度 

有七八八人。

二0 九.在一個本質上爲遊牧式而缺少城市中心 

的地方，勞工問題並不厳S 。在本人聲明的總論中 , 
本人曾提及關於這個問題目前的立法對於西班牙半島 

與本土居民之間並無區別。本人僅欲提出少敷敷字爲 

證。一九五七年，勞工合同共簽訂一, —— 四宗；一 

九五八年有一，一四八宗。這些合同多敷與漁業成與 

家庭權佣有關，因爲在一九五七年僅有商業合同十五 

宗，商業機關合同四十宗，而一九五八年的數字則分 

爲二十與五十宗。工資差别甚大，隨不同的職業而異； 

漁業工資最高。除正常工資而外，這些工人如所有西 

班牙工入一般，享受家庭接濟辦法的利益。

二一0 . 由於西屬撒哈拉省的若干特徵，如遊牧 

入口估多數、氣候與宗敎等因素，使本省居民過着特 

殊的生活方式，因此本省的組繊與法律制度雖基於西 

班牙國家的根本法，但仍保留若千特黯。除爲適應地 

方特殊需耍而因地制宣外，各項行政事務之辦理與西 

班牙其他各省無異。徽西班牙所有各省一樣，本省有 

權派譲員出席西班牙國會及其他公共機關；本省亦有 

代表制的議會，依 Ley de Régimen Local ( 地方政府 

法 ），其參譲機關各有一定的管轄與權暇但隨地方情 

形而有別。

二一一. 本省由總督一名負責統治，總督對中央 

政府負責；所有臨時或永久在本省服務的官員均受其 

指揮，總督由祐書長一名協助辦事，後者於總督不在 

署或抱病時代拆代行，且爲本省各部門，除司法及軍 

事部外，之首長。

二一二. 本省割分市行政區由市參譲會主管，又 

分較小的地方行政單位與遊牧分段。後一制度是本省 

獨有的，其所以設置係由於居民的特殊生活方式，且 

以當地智慣法所奠定的制度爲基礎。



二一三. 司法組織仿照西班牙通用的制度，但保 

留本省反可蘭經法律的特徵。財産的組繊及主有權均 

參照全體同敎居民的傳統土地公有樓。

二一H . 關於本省的勞工法，除顧反本省的特殊 

需要而外，西班牙立法規定社會保險、合作及互助辦 

法與根本法所有規定的適用。

二一五. 一般而言，税捐歸省政府財庫所有，專 

用於本省的需要，促進本省之繁榮與進步並提高其居 

民的生活水平。爲此目的，除税捐而外，國家的經常 

預算亦隨時撥款以補不足。

二一六. 最後，酉班牙的立法明文規定遵照根本 

法，凡屬本省居民一律均得進入各類敎育機關。

二一七. 本入琪將結束聲明，希望所供給的資料 

定能満足全體代表的要求。本人於聲明之初曾說我們 

組無隱匿之事，我們業已自動提供有關各省的眞實情 

況。我們誠願與諸君全體合作。我ffg旣被請提供情報 

當即遵命辦理。所述各節成恐過於繁填，但委員會對 

我們的努力定必認可。本人特别要向各位委員聽取此 

項聲明的耐心表示謝意，並因未能更爲簡略而感覺抱 

歉。



第二编

非自 '治領土社會進展報吿書

登 . 導 言 1

一 . 非自洽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曾於一九丘二 

年、2—九五五年3反一九五八年,4就非自治領土的社 

會情況提送特別報吿書。大會在一九E 二年十二月十 

日決議案六四三（七 ），一九五五年H •月八日決譲 

案九二九（十 ）及一九S 八年十二月+二日決譲案一 

三二六（十三）內核准各該報吿書並請祐書長將各報 

告書分送管理非自洽領土之聯合國會員國、經濟暨社 

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及各有關專門機關。委員會又 

會於一九六0 年5將社會狀況之調查列入憲章下非自 

治領土進度報吿書的意見及結論內。

二.委員會於一九六一年又奉命依照一九四九年 

十二月二日決譲案三三三（四 ）反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十二日決譲案一三三二（十三），特別注意非自治領 

土內的社會情況。委員會以管理各領土的會員國所遞 

送情報爲根據着手進行這項工作。除去管理會員國就 

截至一九S 九年底，有些截至一九六0 年中爲止有關 

社會情況而遞送的情報摘要之外，委員會也獲有聯合

1 本報吿書的草案係由非自洽镇土情報審查委員會之一 

小組委員會所擬 , 小紙委員會由阿根廷、錫蘭、賴比瑞亜、荷蘭、 

紐西蘭及聯合王國代表》成。

參加小組委員會各國代表團人員爲:阿根廷：Dr. Enrique 
Jorge R o s ;錫蘭：Mr. H. O. Wijegoonawardena;賴比瑞亞： 

Miss Angie B rooks;荷蘭 :Mr. L. J . Goedhart 反 Dr. J . V. 
de Bruyn ;紐西蘭：Mr. P. K. Edm onds;聯合王國：Mr. G. 
K. Gaston, Mr. K . C. Thom 及 Mr. W. H. Chinn.

小組委員會主席爲Mr. P. K. Edmonds ( 紐西蘭）。

委員會報吿員反勞工組織、糧農組織、文敎組織與衞生組 

繊的代表亦參加小組委員會的辯論。

2 大會正式紀錄，第七届會，補編第+ 八 號 （A/2219),第 

二編。

3 同上，第+ 屆會 ,補編第+ 六號（A /290 8 ) ,第二編。

4 同上，第十S 屆會，補編第十5L號 C A/3837 ) , 第二編。

6 同上，第十E 屆會 ,補編第十五號（A / 4 S 7 1 ) ,第二編。

國秘書處、勞3：組織、衛生組織、文敎組織及兒童基金 

會所作之各項研究。本報吿書應與各該項研究一併審 

閲 ;各項研究及委員會討論之簡要紀錄均經列入附件。

三 . 委員會對秘書處及各專Pg機關所擬報告書內 

有關某些社會方面最近發展的情報，21及管理會員國 

代表在辯論時所提供的補宠情報，統予計及。委員會 

依照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審議了這項情報。在審查情 

報與從事辯論時，委員會用爲根據的是列在一九五二 

年、一九E K 年、一九S 八年反一九六0 年各次報告 

書中的意見，尤其是它在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A 年7 
提送大會報告書內所列社會政策的主要目標。

四.委員會在編製報告書時計及了世界人權宣言 

內及大會一九六0 年+ 二月十四日"准許殖民地國家 

及民族獨立宣言" 的決譲案一五一四（十S ) 內所列 

各項原則；特別顧反不得以領土人民在政治、經濟、 

社會或敎育方面準傭不足爲遲延獨立藉口的原則。委 

員會也計及上述決譲案內强調尊重一切民族之權利平 

等與民族自决之原則，及不分種族、性别、語文或宗敎 

普遍尊重及勵行人權與基本自由之原則的那段文字。

五 . 委員會重申於一九五£ 年時所採用關於社會 

發展的廣泛觀念。委員會已在別處說過所謂社會發展 

者，是指一個領土以替社會和個人遂漸增加幸福爲出 

發點而實行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與謀文化進步的整 

個® 程。8委員會董申不應只親社會發展爲在社會方面 

所實施各項發展行動的總和。重難應在於以一種通用 

的方法來推進整個的發展並且配合經濟、社會與敎育 

服務的發展。

6 同上，第+ 屆會，補編第+ 六號（A /2 9 0 8 ) , 第二編，第 

二+ 六段。

7 同上，第+ 三屆會,補編第十五號（A/3837 ) , 第二編， 

第九段。
8 同上，第+ 段。



六 . 委員會* 申已在一九s 五年及一九s 八年各 

報告書內所表示的意見，即得到持久進展的最好方法 

爲由各領土人民充分參加政策的擬定及發展方案的*  
劃與實施。爲了這個理由，極需鼓勵領袖人卞，並且 

在擬定政策與實施方案上，也必須與領袖們合作及得 

到人民的支持。委員會察知在某些領土內參加的趨勢 

已漸顯著，對於在社會服務的行政上應由土著人員擔 

任较高載位一事，亦大都予以注意，並且在社區發展 

與類似方案中提供了民衆參加社會發展的機會。

七.報吿書內所列的資料及管理會員國代表所提 

出的補充情報，都說明在檢时期間各年社會方面的發 

展。正與一九£ 八年一樣，基本的社會情況雖然後有 

重大的改變,但是各種公共事務都有擴展，居民之參加 

這些事務的管理與關係他們福利的各項方案與活動， 

也都有增加，這就顯示各領土政府及人民所獲的進 

展。有關列爲委員會議程上一分項的生活水準改變的 

情報，經列入本報吿書有關的各節以及敦述經濟與敎 

育發展的各節內。

八 . 大家想必記得大會在一九五寂年H 月八日 

決譲案九三三（十 ）及一九E 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 

案一三三二（十三）內再度請委員國在其代表團中加 

派對於委員會工作範圉內專門部門具有特殊資歴之人 

員。一九六一年間澳大利亜、荷蘭及聯合王國代表團 

均派有特別顧問出席。委員會感謝各特别顧問對其工 

作之貢獻。大會在上述決譲案及一九31九年十二月十 

二日決譲案一四六六（十四）內，再提出一九五三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決譲案七四四（八 ）內列的請求，即 

請管理會員國在其代表團中加派對非自治領土經濟、

社會及敎育政策具有特殊資歴的當地人員。一九六一 

年間只有美國代表團派有此種人員一名；希望其他管 

理會員國今後也都照辦。

威.農村發展之各方面

導 言

九.在非自治領土內雜然仍有需要鼓勵當地人民 

更爲積極地參加在境內的現金作物的生産，有些地方 

很快就由自給經濟變爲現代的現金經濟，不過大致說 

來，新的社會機關並未能以同等的速度發展。在其他 

若干情形下，由於農民團體不肯從速利用新經濟制度 

和由於他們依依不捨傳統的價値與制度而産生對於改 

革的抵抗，經濟上就不免有停滞的現象。在生活水準 

抵的地方，經濟進展是社會政策能夠成功的必耍條件

之一。但是所要採取的政策一定要使社會與經濟均衡 

發展繞行。在推行經濟發展時不應以它爲一種目的，而 

應把它視作推進各方面發展的廣泛行動中的一部份。 

助成經濟進展時應該充分利用傳統的組繊。一個轉變 

期間的社會之圓満演進，不但耍靠經濟的改變，也要 

靠政府與人民代表的措點與領導。所以社會政策當前 

的一項任務是儀可能在最廣範圍內培養與訓練當地的 

領袖人卞。均衡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也是必需謀求的， 

並且應《促成合作社蓮動、社區發展和男、女成年敎 

育的a 速擴展来達到這個目的。

一0 . 非自治領土的大部份人民都是農民，其中 

多數全靠自給農業生存。在許多領土中，農業資源有 

限，而且耕作又都使用老式和浪費的傳統技術，以致 

形成所用力量與收獲不成比例的後果。很少農民能由 

有限的现金收入中得到積蓄。在一些領土中農村居民 

的問题，因爲物質與環境方面的因素以及人口增加對 

於可供用土地的壓力而更趨厳董。休耕時期也因入口 

的壓力而縮短，同時土地由於未開始或未採用天然與 

人造肥料法和輪種而耗竭。由此可知，許多領土生活 

7jC準低的根由在於土地與人工生産率低。如果要想提 

高農村居民糧食的消耗與所能有的牧入水準，個人生 

産率的水準就要提高，推銷的便利也耍改善。

一一. 現在一般都公認農村停滞足以妨礙領土社 

會與經濟上的進展，一定要有酣合經濟、社會與敎育 

三方面的措施，纖能使農民對領土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有更重耍的貢獻。農村發展大部份要靠改善現在使用 

的耕作方法與習慣。這需要政府對向小農傳播知識與 

技術一事採取行動，此外遺須改良工具，較爲妥善的 

利用土地，用素質優良的種子，多多使用肥料，防止 

土壤侵独並改善水的管制。勞工組繊和其他權威方面 

已經指出在有適當的領導之下，這些事中的一大部份 

都是農民自己不需要很多費用就可辦到的。農村結構 

也需略予調整，利用重新分配土地權、地產合併反土 

地屯塾計劃的槪括方案來達到目的。

一二. 完全以技術性措施爲根據的一種辦法，有 

不能譲人接受的可能，因爲它會引起社會調整的困 

難。主要問题是説法使人民相信變動可能帶來福利， 

並且鼓勵他們採取主動去推行。所以委員會對在農村 

發展方案中使用配合經濟與社會的按術是極爲* 視 

的。牙賈加農場發展計劃就是使用這種方法的一個實 

例，它合併了幾個按術與社會機關的工作來供給一個 

改善農村的均衡方案，其基本着眼黨爲改善生産和家



庭生活標準與充分認識農民與其家庭和他的土地在社 

會與經濟雨方面的潛伏力。

一三.在設法傳播可以促成改善農村人口生活標 

準的較好農業方法的知識與改良社會情況的努力中， 

敎育估有極重要的地拉。耍求長期性的成果，就需要 

在鄉間逐漸增加敎育設施以便最後所有兒童都能就 

學。在這個部門中雖然已有進展，但是一般情形都是 

愈深入農村地區，敎育設施就愈少，例外的情形參參 

無幾。另一種措施或許是該在小學校高班次或小學以 

上的班次中請授實際的園藝或農作科目。爲在成年人 

口中求得改善農作方法的迅速成果，推進基本敎育的 

蓮動與舉辦成爲農村地區內成年人一種實際敎育的農 

業推廣服務，都是已經證明可以牧效的方法。一般也 

都公認類似青年農民會和4 -H 會的組織確有價値。

一四 . 在尼亞塵蘭、巴蘇托蘭、貝阿納蘭和斯冗 

酉蘭，人口中大部份有工作力的男人都移徙到領土以 

外的就業中心去，留下婦女、兒童與老人去作自給農 

業。在其他領土內，大部份領受工資的人民，只在領 

土內城市地區和莊園裏工作有限的一個時期。這些移 

徙者的牧入，在某種限度內雖然可以增加農村的牧入，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改善耕種方法與利用現金作物來 

增加牧入，就都沒有可能了。農村居民遷往就業中心 

是幾種因素合併而促成的，其中幾個最主要的要算是： 

農村地區牧入水準低，人口過剩，自給農作有季節上 

靑黃不接的情形，以及就業所得的工資與城市生活的 

吸引力。不過移動者多半都0 來，因爲農村社會制度 

最後所能給人的安全感，同時領受工資的勞工也都沒 

有要在城市裏住下去的動機。改善農村地區生活與工 

作的環境就會減少移往城市的人數，這樣就會更爲酣 

合實條就業的機會與城市現有完满的生活狀況。如果 

農村發展能促成；T業擴大與均衡的通盤發展，那麽由 

於農村人口本身和享受較高生活水準而敷額業已增加 

的城市入民，對農産品需求的增加，這種發展大槪就 

可以延續下去。

一五 . 勞工組繊已經指出手藝和小規模；Ü業都 

是農村地區增加就業機會的重要可能來源，在適當的 

指導與協助之下，道類工業對於經濟發展能有S 要的 

貢獻，那就是以造成就業的機會來補充農業的收入, 

利用可以供用的資本，和提供管理的經驗與得到職業 

的技巧。進一步幾展漁、業—— 尤其是建立與經營養魚 

池—— 在成爲額外牧入的來源與成爲補充及改善食物 

的方法雨方面，都是極爲重要的。這種活動需要在訓

練、鼓術諮詢、推銷服務與信用設施各方面有酣合的 

支助。

i 地權，i 地利用舆重新屯盤許劃

一六.原意只在满足傳統生活方式需耍的各種土 

著土地權制度琪在多半已不適用，不能解決由於可耕 

與宜於牧畜的土地有限，以及人口增加所造成的各問 

題。雖然在許多領土內家庭與團體主有土地權仍舊盛 

行，並且這種地權制也顯示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有高 

度的伸縮和適應的能力，但是琪金作物，不斷增加的 

人口與社會及經濟方面個人行動趨勢的影響，似乎會 

使個人主有土地權更快地頂替原有的舊制度。但是大 

家不能因此而推測在時代經濟力量的壓力之下，一個 

圓満的土地權制度就會自己演化出來。

一七.團體主有土地權制度的一個缺點是道種土 

地普通都是不能轉譲的，所以個人也就後有要去改良 

農作方法或擴充設傭的動機。在土地權後有法律保障 

之下，要想借款去改良土地或添購器械，都是非常困 

難的。另一方面，公有地權制度，也有社會方面的優 

黯。它是使一個社區圃結的一種力量，不但使每個農 

民覺得個人與家庭的利害都捲入道塊土地而且也使他 

在社會上得到一種画定的地位。所以一個社區專爲公 

有地權制度在社會方面的慣値而保留這種制度也許 

是有益的，但是耍在同時發展各别土地利用的適當方 

法。

一八.委員會認爲在經濟與社會情況的改變允許 

而社區也願接受這種行動時，應該採取步驟鼓勵個人 

在地權有保障之下主有土地，以便農民把他的精力與 

利潤都用來擴充農莊並且在爲要擴充土地可能需要惜 

款時也可以用他的農莊作抵押。地權制度是應該調整 

的，以使農民能有足拘的土地，以一種満意的生活水 

準給予他和他的家庭。委員會說有些領土已經利用土 

地的合併與重新安S :方案實施了道種政策，它建譲所 

有領土都行用這種政策。

—九.委員會察悉非洲各領土內許多地方的未開 

發土地，已經不能作爲擴展土著農作法之用，因此沒 

有土地的人數已有增加而且個人主有的土地又時時再 

分爲不合經濟的更小單位。在土地貧簿的地方因爲極 

力耕種以致土地很快耗竭與侵触。有些領土的缺少土 

地問题因爲多半都是在它們歴史早期中就轉讓絵歐洲 

人的土地而更趨厳重。有些委員認爲土地缺少的間题 

因爲某些領土把土地劃作羣事基地而更爲加重了。有



些地方可供農作的土地，因爲旱乾與毒蟲，如毒繩而 

受到了厳重的限制。

二0 . 爲土地缺少問题謀求解決方法中的一部份 

是利用更爲有效利用土地的方案和重新安置住在人口 

過多地區農民的計劃。在人口密度高和土質也差的牙 

買加已經行用的使用土地五:年和土地管理計劃的目標 

是在厳格遵守土型、坡度與土壤易否侵独的條件下， 

到一九六0 年時開發領土內三分之一以上的農作土 

地。因爲過去幾年土著人民都移往保留區，以致有 

分酣不匆和擁濟情勢的北羅迪西亞境內，有於一九四 

二年開始在未轉讓的皇室土地內董新安頓人民的一個 

廣泛方案。儘管有上述種種努力，現在遺未作到人口 

與土地完全平衡的情形。在肯亞一九四六年開始了一 

個與重新改造土地的努力合併一起的重新安頓計劃。 

雖然最適合安置人民的未被佔用土地很少，可是到了 

一九E 九年重新安置的也有幾千個家庭之多。肯亞的 

某幾個地方在實行合併個人主有的零散土地上，顔有 

重大進展，這些個人主有的零星土地，有時在幾方哩 

的面積裏居然有三十塊地主不同的地皮。在尼亜薩 

蘭，每家平均主有的土地，少者只有一雨软，多者可 

到十五軟之數，大家都認爲急需一個以妥善利用土地 

爲根據重新改劃土地的廣泛方案。許多計劃都已在人 

口非常调密的中部和南部省內實行了，同時委員會也 

獲悉在凡有合併土地與採用輪種和適當使用土地之 

地，生産率都有非常顯著的增加。關於是一個主要灌 

潇計劃的Shire Valley f î t » 3 現在正採取步驟，設法 

最爲有效地利用農作土地。英屬圭亜那境內土地的問 

题很大，許多農莊都太小，不能供給充份就業的機會 

與達到最高生產率的目標，所以在沿海一帶已經從事 

開塾土地與重新安置人民。不過因爲長期挑水與灌槪 

計劃的費用很高，所以很難使這些地方自足自給。

较好的農作法

二一. H在上面所指出的，農作方法與習慣大有 

可加改良之處，所以使用较爲適當的技術，即使是小 

規模的，也都能大量增加農産與勞工生產率。改良地 

力與防止土地由於某些天然或人力所引起的損害的各 

種方法，以及使用改良了的工具和栽糧與耕作方法， 

都是紋爲簡易而所費又不多的提高農作標準的方法， 

不過這類方法是要向農民解釋淸楚的。敎導農民一事 

倒是需要很多時間而且還要有按巧與耐性。推廣服務 

與社區發展，在加速農村發展的速度上，也可以負起 

重要的任務。

二二.許多領土內已有針對提高土著農作標準的 

措施。據委員會所獲情報顯示，所有政府雖然都知道 

這種發展確有需要，但是各領土方案的範圍與積極到 

什麽程度，都大不相同。在東非各領土內，土地合併 

與發展土著農業的各方案，形成了對農作設計與敎導 

服務大量要求；因此外勤人員大部份的時間都在於從 

事推廣工作，以改良農作方法，恢復土壤力，土壤的 

養護與增加现金作物的牧入爲對象。在肯亞，歐籍推 

廣工作人員有二百名之多，非籍敎導員與其他工作人 

員約有二千名左右。由於對土著農作敎導員的需要增 

加，肯亞與烏千達兩地的訓練班已不得不擴大與改良 

了。

二三.北羅迪西亞的推廣方案多半以非洲人農作 

的改良和自耕農作的計劃爲中心，這是在於鼓勵使用 

較好的農作方法並且利用貸款、紅利、土壤養護和水 

利發展來鼓勵校爲穩定的土著農作方式。以往，尼亞 

薩蘭境內的推廣工作大多稀稀散散地分佈在衆多的人 

民之間，以求單純普遍的改良。最近的政策是集中於 

較爲有限的若干目標上，以在合理期間內可望有實際 

成果的那些比较願意響應的個人與社區爲對象。委員 

會獲悉在提高土著農業一般水準及用合併方法改劃鄉 

村土地以促進更爲妥善利用土地雨事上有不斷的進 

展。

二四. 在人口對於土地要求極大的巴蘇托蘭，家 

庭主有的小農田需要特別密集耕作，纏能有充足的收 

入。最近一個經濟調查圃認爲得到一種较目前高出很 

多的生產水準是可能的，達到目的所需耍的是研究與 

實驗的一個概括方案和1大量擴展農業敎育的方案。該 

調查團又說有在貝楚阿納蘭向游牧者擴展推廣服務的 

必要，以防水、牧場、反牲畜的邁化和强調牲畜的改 

進。它也指出在最近將来的期間，社會與經濟方面特 

别重要，比純粹技術的方面遺要重要，並且建議地方 

行政當局加負解釋與執行政府政策的責任。它又指出 

每年參與推廣方案的農民不到一*百S L +名，這種情形 

大部扮是因爲工作人員有限所致。

二五.卡利比安镇土內對充足推廣服務的重要性 

是經予承認的。許多農民在牙買加農田發展計劃下，都 

依着自己在由政府推廣官員予以技術協助之下，所擬 

成的計劃去耕作。推廣人員也核對與指導在農田發展 

計劃下所完成的工作。推廣制度近年來已在英屬圭亜 

那內擴大了，工作人員在農村改善的各方面都佔極爲 

重要的地位。推廣服務也在较小的一些領土內進行。 

在亞洲各領土中，新按術的示範與傳播農業情報雨



事，在農業發展計劃中所佔的地位，更加s 要了。一九 

E 八年的一項決定是在薩拉冗克設立一個推廣處，爲 

此也設立了四十個載位。在太平洋領土中，爲了改良 

耕作的技術與土壤的養護, 土著農民得到了鼓勵、訓練 

與指導的便利。提供關島農民的服務範圍也很廣。在 

巴布亜，受過訓練而從事推廣工作的土著助理員有二 

百多人，在農業推廣站受過訓練的農民有三千多人。

合作社舆農村信 Ĵ
二六.合作社與信用設施是農村發展中的董要因 

素，所以多數政府已經發起協助農村合作社蓮動。委 

員會現有情報顯示合作社的發展在各領土中快慢不 

一，有些很快，有些是逐步發展，有些剛慢慢開始。有 

些領土內合作社蓮動是一種自然的發展，不過通常政 

府的政策與領導都是有決定性的因素。一個健全的立 

法行政制度和充分的指導與監督在一般情況中對合作 

社的發展與擴大都是極爲董耍的。

二七.東非的合作社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展 

很快，最顯著的是産物推銷社的成立。肯亞和烏干達 

合作社員在人口總額中佔一個董要百分率而且相當敷 

量的産品都是由生産人協會推銷的。合作社在政府協 

助下，得到或租得若干乳棉厳和咖啡加工工廠，因而 

能夠參加前此全操在非土著人士之手的地方産物的加 

工：[：業。多敷生產人合作社都負起一部份的節約與信 

用工作，這也許就是東非後有信用合作社的一個原 

因。近年來北羅迪西亞的推銷合作社可以說是立足穩 

定了，不過對土著農民貸款的設施遺在發展的初期。 

巴蘇托蘭的情形大致相同；推鏡合作社已有很好的進 

展，而農業貸款的設施卻沒有相應的發展。尼匪薩蘭 

境內的合作社蓮動較爲緩慢，土著農民完全要靠非洲 

貸款局去借款，這個機構在開業以來的雨年中借敦事 

項只有二六八件。貝楚阿納蘭根本沒有合作社，斯冗 

西蘭也只有雨個合作社。

二八. 在卡里比安領土內合作蓮動已大有進展， 

最顯著的是牙買加和英屬圭亜那。合作社與社員的敷 

目和營業額都有增加，而且在推銷、蓮輸、耕作、家 

畜保險、農作、土地租用與購買、灌激與漁業各方面 

都已順利確立業務。節約社和信用社的發展特別快。

二九. 在亞洲各領土中婆羅乃沒有合作社，北婆 

羅洲只有一個。但是在薩拉冗克，合作社的發展倒是 

持久不慨；在香港農村合作社蓮動的範圍雖因通盤的 

經濟結清而受限制，合作社的發展仍舊很快，而且這 

種蓮動除已反於貿易與推館之外，也推反到農業産

物的許多部門中去。在太平洋的領土中，合作社的敷 

目、社員與商務的活動也都大有增加。數目最多的是 

推銷主，要現金作物和以各種消耗品供給社員的那種兩 

用合作社。有些合作社也把它們的業務推及經濟生活 

中的許多部門去。

三0 . 委員會察悉農村地區中遺有其他方式的合 

作組織，如漁、業會社和手工藝會社。

三一■ .許多領土中有次等合作社聯盟的組織，也 

有些地方有幾個合作銀行。多數農業合作社聯盟與聯 

合會從事有關共同利â 的簡單業務，如購買蓮輸設備、 

生産器械與機器以及與政府當局交涉等。有些地方的 

這類組織也推廣活動範圍，比如在東非,它們已經從事 

工業生産的初期工作，把農産品如棉花與咖徘加工。

三二.各領土內的經驗已輕顯示行政與組織性質 

的某些問題，即使不危及這類合作社的存在，至少也會 

妨礙它們的發展或減低它們的效率。不精通商業辦法 

與不通曉合作社的原則，有時引起投資不當的情形。初 

級産品過高的價格有時引起過份樂觀的態度。合作社 

工作人員的積極督導有時可以幫助避免這類的過失， 

不過照經驗來說這不是總能生效的一種辦法。有些合 

作社因爲沒有充足抵押就借敦出去和出售時允許除欠 

而經塵了許多厳重的困難。職員們都是在短期內設法 

學會很複雜的簿記與審計工作的。政府方面雖然提供 

這類協助，但是目前仍需更爲努力訓練合作社的工作 

人員並且依照地方的需要督促進一步的合作社發展。

三三 . 委員會認爲許多領土內都有就各種活動進 

一步推行合作社蓮動的可能，比如在灌激與合作農作 

方面，至少能作到個人耕作自有土地所需要的農具與 

服務統統集中於由合作社供給的程度。在手工藝與小 

工業方面也都需耍更加强合作社蓮動。

三四.委員會感覺在若千領土內也需耍更爲努力 

地去開始與獎勵信用合作社與中央合作銀行的發展。

勞le組織曾經建譲應該進一步研究非洲各領土內信用 

設施的問題，俾便確立一個合理的合作社制度以使國 

內財政和信用來源與合作社運動保持充分連繁爲基 

礎 。它認爲信用合作社與普通商業銀行不能満足農業 

信用的所有需要，所以或者需要特段的農業銀行與農 

業發展反資金公司。

缓境衡生奥社愈齋展

三五 . 幾乎所有領土都需要改善境內農村住屋、 

水的供應和衛生。大體說來，許多領土都沒有太注意



農村住屋問题。東弗各領土的地方當局對於住屋標準 

一事負起更多的責任並且有些地方已通過細則來管制 

住屋標準。北羅迪西亞已有協助非洲人得到絞高住屋 

標準的第一個步驟，設立了一個小量的周轉基金發放 

貸款。賴比瑞亜代表希望各政府能以款項出借供作建 

築堅實合乎衛生的住屋之用。

三六.卡里比安各領土內近年來也在致力改善農 

村往屋。牙買加把發展計劃下一大部份的住屋活動都 

韓移到農村住屋上去。千里達正在農村與半城市區內 

實行一個得到協助的自助住屋針劃。在巴貝多斯，現 

正出借款項鼓勵入民多多在農村地區定居。聯合王國 

管卡里比安領土內農村住屋* 資的雨個主要來源是殖 

民地發展與福利基金及簾糖工業勞工福利基金。這雨 

種基金都出借款項，給予輔助金和全敷贈送，所以得 

到協助的自助計劃在卡里比安各領土內的進展大約比 

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委員會雖然知道一些領土在改善 

農村住屋上的確已有進展，但是認爲間题範圍很大， 

需要實現充量使用情報、敎育與按術方面資源的那種 

遍及全領土的方案。

三七 . 最近幾年雖然加緊農村用水的發展，可是 

許多領土內水的充份供應，在是否有水與水的素質方 

面仍是極爲嚴董的問题。有些非洲領土在改良水的供 

應上並沒有什庭成就，但是另外有些領土在保護泉、 

井與築墙、貯水池、淺井和續孔這些事上都有重大進 

展。在较大的幾個卡里比安領土內，各政府都看到需 

要減輕地方當局在發展與分配用水的新供應上所負重 

大主要的開支，所以在發展方案中規定了這類的計 

劃。在許多以後有保護的泉、井水和汚蕭的河、溪爲水 

的主要來源的領土內，衛生標準很低以致腸病很多。

三八 . 一般公認很可以在村莊中大大改善住屋、 

用水及衛生。衛生當局應該採取主動來從事這類的改 

善。把自助舆公共當局所提供的按術和其他種服務合 

併一起的那種社區發展，對於改善環境和提高生活水 

準，可以有很大的貢獻。婦女組織和其他形式的成人 

敎育在激進社IS蓮動和提高家庭水準上，能起董要的 

作用。委員會獲悉肯匪、烏干達、英屬圭亞那、千里 

達和托貝哥以及新嘉坡都有由社區致力於改善住屋和 

環境衛生的各種計劃。委員會認爲在這些方面遺可以 

從事更多工作，它對這事的意見，更爲詳細的載入本 

報告書有關社區發展的各節。

秦.社區發展

三九，委員會在一九五• S 年、一九五八年和一九

六0 年各次屆會時從詳研究了非自治領土社區發展的 

原則、方法和範圍的問题，特别强調社區發展對☆經 

濟、社會與政治進展所能有的董要作用。委員會在一九 

六0 年屆會所通過的各領土進展報吿書內稱，社區發 

展觀念已獲國際普遍的接受，認爲是一種把人民自身 

的努力加上政府的協助引導各社區內經濟、社會及文 

化情況的一種方法。它承認發展地方的主動来建立一 

個自足自給的獨立社區是重要的。社區發展對於P且止 

傳統社會組織與價値的冗解，同時對於幫助彼此宜異 

的團體得到休戚與共的一種意識，都有董要的作用。 

社區發展並不能代替政府事務的擴展，而要，政府與 

人民雨方面力量的SB合來促成有助於輔導和使人民主 

動精神的具體化。

四0 . 委員會獲有的情報包括許多領土內琪行的 

方案與實行各方案時所遭遇的困難。9現在雖然遺不能 

說一般較大領土中的方案都是在全國性的基礎上積極 

實施，可是委員會察知最近幾年有些領土加緊與擴展 

各方案的程度，已經到了直接或間接使大部份人民享 

受福利的地步。比方説在肯亜，五十六名政府和五百 

名地方當局的社II發展工作人員，在利用志願工作團 

體之下促進自助計劃和經過農村改善、婦女團體、靑 

年會社與消遣節目傳播非正式敎育上，已經作到爲五 

百五十萬人口中四百五十萬人服務的程度。牙買加配 

合福利、農業推廣與合作的方案，已經及於三分之一 

的人口。在其他領土內，如尼亞薩蘭反卡里比安多敷 

較小領土中社區發展方案的實施都是有限的，多半以 

社區中心、婦女活動和靑年會社爲活動的中心。

四一. 集中管制的全國性方案雖然不多，但是委 

員會祭悉那些正開始以全國爲基礎HB合設計的領土內 

有從事這種發展的趨勢。各方案的董點與範圍不一。 

在聯合王國管理下的領土，以與村莊社區參議會、土 

著當局和志願團體合作來促成地方主動的一個線合方 

案爲目標。除去自助計劃外，也注董婦女活動、靑年 

會社和社區中心。

四二. 斐濟羣島、巴布亞及荷屬新幾內亜的廣泛 

示範計劃未能成功—— 委員會於一九六0 年時已說明 

這黯—— 因爲計劃複雜使各小社區面對許許多多不知 

如何是好的新因素和新改變。道種經驗使荷屬新幾內 

亜偏重經濟方面，尤其是農業以之爲其他方面發展的 

一個基礎。在一個中心，幾個被選的家庭，上一年居住 

區內的課程，即耕作、飼養家畜、保健營養和家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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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課程。在巴布亜，行政與技術部門以倡尊新食糧 

作物與改善飲食，並請授保健與衛生以反預防、醫療 

與控制疾病等以提高生活水準。在成人敎育方面， *  
黯在於促進敎育與提高婦女地位的一個方案。

四三. 在許多領土裏婦女的活動很受鼓勵。各種 

婦女委員會與類似的組織在傳統社會裏對於通常缺乏 

的那種社會與心理方面的動力，可以發生激勵的作 

用。這類組繊對於打破舊有障礙，可以很有力量並且 

遺能藉它們對爲家庭和社區要求較好衛生、敎育额經 

濟情況，來産生一種含意董大深遠的影響。委員會希 

望在有些領土中，這類活動仍屬發展初期者能更爲加 

强。

四四.社區發展的要素中最董要的一個是地方領 

袖與工作人員所負的S 大任務，一個計劃的成敗常取 

决於領導人物的性格、訓練與資格。在檢时期間听注重 

的是各陛層社區發展工作人員的選揮，與社區發展壽 

資不足的問题。現在許多正在推進方案的領土中都有 

常設的訓練中心。委員會察悉现在特別需要的是由受 

過訓練的人員來負方案設計、政策擬訂與實地監督及 

訓練的責任。現在西印度大學和!北羅迪西亜的Oppen- 
heimer學院以及聯合王國境內的學府都汝有這種訓練 

課程，但是各領土內仍舊極需額外訓練所有各級入員 

的設施。使人員能注海外受更高級訓練的獎學金的缺 

乏也是限制社區發展方案擴大的一個因素。

四五.委員會獲悉加速推廣社區發展的一種障礙 

是缺少充足的經費。各國政府部需要在本身能力範圍 

之內顧及各不同事務間的擾先次序來决定預算。在聯 

合王國管理下的幾個領土裏，高級敎育，尤其是中紙 

敎育佔用了撥作社會事務之用的大部份款項。在許多 

領土中政府撥作社區發展的經費都嫌不足。雖然中 

央政府撥出的經費可由地方政府增補，但是委員會感 

覺經費仍嫌太少，有些地方的經費遺估不到領土預算 

的百分之一。因此委員會希望能採取措施，使各方案 

不致因爲缺少充足的財政支持而過份受到不利的影

四六. 委員會看到若干聯合國機關和專門機關， 

對於社區發展是否適用於城市地區的問題日漸注意。 

一般公認：地方人民的集體努力與主動，對於協助解 

决城市地匿發展的間題極爲重要，同時地方上民衆行 

動也應受政府的支持。委員會希望非經會業已發起 

的社區發展按術是否適用於城市地區的研究也把非洲 

的一些非自治領土包括在內。另外也値得注意的是

對於社區發展方案經濟方面逐漸增加的注意以及一般 

都認爲在社国發展中有保持經濟與社會方面均衡的需 

耍。

四七. 委員會在一九六0 年屆會時表示進度報告 

書内並無統計資料或其他具體證據來表規非自治領土 

已經圓満實施了廣大的社區發展計劃，它認爲宜於在 

適當時機儀量就最多數目領土內的社區發展計劃逐一 

加以研究，以便恰當估定具體的成就。委員會在一九 

六一年屆會中對於是否可能估計這種方案有分歧的意 

見。聯合王國代表說根據在它管理下各領土裏的經驗， 

評估社區發展是非常困難的。社區發展是否成功不 

能以業經完成各種物質計劃的總數來度量，因爲除去 

這類計劃之外，社區發展的目標也在於建立穩定和自 

給自立的社區具有負起社會和政洽責任的堅定意識。 

把社區發展當作全國性的蓮動來推行並想謀求進展都 

不太可能。要它成功，就要讓它在社區和人民之間生 

長。由此可知這種發展應該在人民能钩並也願意合作 

的地方開始，然後再推廣擴大。所以社區發展不是可 

以適應任何已經排定的經濟發展計劃的。雖然每一個 

有相當社區發展方案的政府都曾説過以所獲直接經濟 

進展的成果來評活社區發展是不可能的，但是許多政 

府都可以說儘管統計資料缺乏，在凡有社區發展方案 

的地方，一般生活水準經常地在增高，負起社會與政 

治的責住感也加董。聯合王國代表認爲規階段中所需 

要的是個案研究社區發展計劃纏能決定各種計劃成功 

或失取的理由何在。

四八.印度代表認爲社區發展的目標雜然不只限 

於經濟計劃, 但應該有些具體證據可以作爲評估任何 

社區發展蓮動的成功或失敗之用。委員會於一九六0  
年强調過道點並且在一九£ 八年屆會中也說過社區發 

展的方法時常需要依照所得的許多經驗董予評估。印 

度代表深信發展蓮動之能成功，有一大部份要靠物質 

上的成就，只有這種成就纖能使人民與社鼠有必要的 

動機與鼓勵來參加道種蓮動。此外，他認爲社區發展 

可以併入領土發展計劃而不需勉强社區接受方案。

四九.委員會祭悉評估社區發展方案雜有其內在 

的困難，但在負責道事的各當局中，逐漸增加的一種 

趨勢是至少對全國方案中较易度量的各方面作客觀的 

評估。比方說，在烏干達，每一個地區每年要對當地 

的活動提出四次統計報吿，並且還有些地方也對村莊 

計劃的開支提出分祈。委員會察知爲非經會所作烏干 

達社區發展的研究中稱社區發展的情形如何因爲缺少 

紀錄、調查和倍計而欠充分。遺有値得注意的是文敎



組織意欲幫助當地工作人員記載並報告他們自已封協 

助村莊人民改變態度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同時一個會 

員國也會請求聯合國在估計本國方針與政策的實效上 

予以協助。

K O . 因爲許多種顧慮，例如社區發展方案實行 

的時期较短，各方案內容的不同，地方計劃的較高獨 

立性與發展速度之不同，參加全國性方案的公共與志 

願機關有大量的增加以及統計服務的缺乏不足等，在 

各領土裏對各方案從事有系統的估計發生困難是可以 

想像得到的。不過委員會相信在進一步合併與酣合全 

國性方案和擬定更爲適當的方法去估計多種不同計劃 

之下，應能於最近的將來對全國性方案的各主要方面 

作有系統的估計。委員會認爲各領土政府會發現這樣 

辦是有必要的，這樣績能得到较爲客觀的根據，來決 

定社區發展在領土預算中應佔什麽比率。

五一.委員會對各領土政府採取措施促進社區發 

展 , 尤其是採取有力措施訓練合格人員，表示推崇。雖 

然如此，它仍認爲許多農村地區的生活水準需要迅速 

擴展環境衛生和自助住屋的方案。委員會相信許多領 

土裏因爲成年敎育方案的推廣，民衆對各方案的注意 

與支持都已增加，所以現在可以加速這些方案的實施。

肆.城市發展的各方面

導 言

五二.由過去五十年中整個非洲城市人口增加了 

七倍以上的事實來看，就可以知道城市化的速度，道 

個敷字也可以用來顯示非洲各非自治領土裏城市擴展 

的程度。促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是多半都在領土以 

外發動的工、商企業的迅速發展和對設置管理中心的 

需要Q這些城市的人口增加很快，並且近年來可說是 

普遍的一種改變，那就是改變爲現金的經濟，也爲城 

市吸引了不少人民，他們到城市裏来賺錢貼補農村地 

區由土地所得通常總是很少的牧入。來到城市裏的多 

數都是臨時工人，其中有若千半技術工人称受過訓練 

的技工，而這種工人的敷目是日有增加的。

五三 . 在東部、中部和南部非洲的各領土裏，城 

市化的一個特色是臨時工人常常移出移入城市。因此 

城市近郊就有大量的流動人口，他們沒有固定收入而 

且收入也紋低又有特殊的社會和衛生間題，同時在 

按術與敎育程度上也峡差，要想在城市裏謀求物質或 

社會進展的可能性也不大。這種情形，加上許多地方 

後有傳統的城市生活，沒有充分發展公共服務的基礎，

又沒有有效的行政機構，引起了許多需要採取有力行 

動纖能免更爲加劇的厳董問題。

五0 . 與迅速城市化相關的一個重要問题是缺少 

充足的社區設施和公共及社會服務。大致說來，城市 

發展的速度，比有次序的設計快，而且大部份由於經 

費的關係，也都沒有按照需要供給後列各項：預防與 

醫療性的醫藥和衛生服務，公路與街道所需要的燈光， 

用水的供應，陰溝的設傭，蓮輸，充足的學校和圖書 

館，福利服務與康樂設施；凡此種種都是城市生活要 

有满意水準所不可缺少的。

五五 . 大致上說，城市近郊人口都是糖密的而且 

居民全靠城市經濟生存，所以在設計與供給服務上， 

成爲一個特殊問题。居民多半在不合衛生的航髓環境 

裏生话，同時又因這種地區都在城市範圍之外，所以 

有時就連最低限度的適當纂劃與服務都很缺乏。因此 

在有這種情況存在的地方，當局面對的一個主耍問題 

是如何控制在城市外郊發展，尤其是如何阻止沿着公 

路幹道向外郊擴展的問题。委員會察知有些地方已經 

以推廣城市的界限把這■地區包括在內或以道些地區 

另立地方當局的方法，來作對於較爲有效設計的一個 

初步措施。大家都承認複雜的地權制度在某些地方妨 

礙了這類地區所造成的各種問题的解決。

五六.非自治領土裏的許多城市與其他地方的城 

市一樣，都是在沒有城市設計之下發展出來的，因此 

產生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由於商業性農業、工業與 

貿易的發展,各城市遺會繼續擴展，新的城市中心必然 

也會産生。因此城市設計與城市改建的問题就成了很 

迫切的事項。大家越發看得淸楚的是城市化問題，如 

過份擁携的集中貧民窟，交通擁裤、就業不足以及在 

城市邊緣新闘不夠水準的住它區等問題，多半都是在 

市區以外産生的問題所以需要以區域考慮爲根據的解 

決。所有這些問题都指明城市與農村間的關係需要均 

衡協調，區域設計就是達到道個目的的方法。委員會 

贊助向社會委員會第+三届會提出並經該委員會以城 

市化決議案核准的那個提案，即目前的設計機構應 

與更多顧到城市與農村間關係的全國或區域性發展設 

計或方案合併，設計時以一個區域的經濟、社會、行 

政和物賞上的各種考慮爲根據。

五七.爲城市充份發展的壽資問题和供給上述各 

種服務與康樂設施的問题，都不是地方當局在沒有協 

助之下，可以獨力辦到的。中央政府有協助地方供給

10 E /3 4 8 9 ,第六+ 頁。



這些服務的責任。國隙勞工局局長在提送國際勞工會 

議第四+三屆會的報告書中說鼓勵分散工業和發展許 

多較小城市的措施，有助於減少大城市的社會問題。 

這類時常與" g 域設計"連繁起來的政策,已由許多國 

家採用了。區域設計的觀念起於一些江河流域的發展 

計劃，現在已在許多地理不同的地方和經濟理論大不 

相同的國家裏採用。在基本上它是要在一國境內一個 

地區作經清成長的設計，顧到入與社會方面的各種事 

實以及物質與經濟上的利益。他認爲區域設計是把國 

家經濟發展計劃中的各項目標變爲地方行動的方法， 

也是促成城市與農村發展間一種區域均衡的方法，又 

是利用社區發展或其他自助方法，動員地方行動的方 

法0

五八.必需利用農村發展方案来改善農村地區的 

經濟、社會與文化生活的狀況，績能阻止全無組織和 

不合經濟地奔往城市中心的移動。因此需要以加速配 

合領土經濟與社會發展方案爲方法，来作到大量增加 

生産量，不沮工業產量要增加，農產量也要增加。委 

員會認爲土著居民應有機會充分參加設計機關和各階 

層公務機關的工作，因爲他們如不合作就不能有妥善 

合併與健全的社區結構。委員會認爲在某些領土裏， 

土著人民在城市社區的管理上受訓練與獲得經驗的機 

會，應該予以墙加。

住 崖

五九.許多領土都迫切需要適當的廉價城市住 

屋。城市裏過份擁摸和住屋不夠標準都是厳董的間题， 

並且還因後列因素更爲加劇：暫時移入的工人，城市 

所需耍的工人和爲了種種原因長期留往城市的人數都 

有增加，及入口自然的增加。

六0 . 住屋問题的厳重可由烏干達的一個新城鎭 

的數字來表明，烏干達還算是發展有資助住屋方案在 

一般之上的一個領土，一九五七年時，每三人中一人 

住在地段未經仔細算劃而且建築也不合建築條例的 

房子裏。每三人中一人住在雇主供給多半是不要缴 

付房租的房子裏，房子好壞大不相同。十人中只有 

一人住在政府所建築和管理的房産裏。照調查牙買加 

Kingston團體地區的結果來說，往屋的建築要增加六 

培，繊能解決過份擁搏的情形與符合每年人口增加的 

要求。

六一.只有好的或较大的雇主們繊願意或有力量 

供綺多數工作入員満意的往屋，此外，除去香港和新 

加坡，很少幾個政府覺得財力可以輔助少敷以上的家

庭住屋。因此，多數城市工人一定要靠自己或私有企 

業的主動得到住屋，因而時常使他們不得不住破爛或 

太過擁濟的房屋。在有些領土裏，許多城市工人很難 

找到他們忖得起租金或買得起的房子。

六二.提送勞工組織第一次非洲區域會議的一個 

報吿書指出：在非洲由於招募制度已不多行用，雇主 

究竞有無供給工人住屋的責任，越發不明確了，並且 

在有這種貴任存在的地方，得到住屋供給者也不過是 

所有工人中的一小部份，因爲供給的只是單身人的住 

屋。在北羅迪西亞，有陛擴業公司供給很好的住屋； 

但是其他雇主對於建築非洲人住屋費用的增加表示反 

對，它們認爲政府與地方當局應負擔這種費用。在卡 

里比安領土裏，雇主供給一部份的工人往屋，遺有糖 

業爲建築或購買住屋，爲修理、擴大或償付住屋抵押 

而設置的福利基金大量借款和津貼。

六三. 在某些領土裏，政府或大公司以房祖輔助 

金給予某類的工人。，在其他情況中，有房租津貼，不 

過有資格領津貼的工人較少。在某些領土內，有時連 

房祖津貼都不是圓满的解決，因爲有些地方現有住屋 

破爛不堪,不宜於居住，用水的供應和其他服務，也都 

不足或後有，土地和住屋的缺乏，城市的發展太快， 

以及在某些地方最近纏取淸的官方限制等原因，工人 

不得不往在城市近郊，每天花用大筆交通費，否則就 

要用許多時間很累地走路或騎自行車。委員會希望廢 

止以前各種限制的法律能充份實施而有助於補救目前 

的情勢。

六四.勞工組繊報告書强調雇主在供給住屋上已 

作的貢獻。在多種情況下問题能獲解決的主要原因就 

是雇主的這種貢獻，但是報吿書强調在以安定人民和 

城市化爲目的的地方各政府確實有責任從事廣泛的設 

計與協調住屋的政策，設立必要的財政機清，和在必 

要時設法使住屋充足敷用。在道方面委員會察知在聯 

合王國管理領土內，領土政府負責住屋政策，而且一 

些毋國機關也供給協助和提供諮詢意見。殖民地發展 

公司以殖民地發展與福利的贈與和借款來供給基金。 

委員會感覺满意察知聯合王國領土內政府往屋政策的 

最後目標是使工人能在雇主房產之外，自己租到，或 

最好是購賈房屋。

六五.聯合王國管理的許多領土裏住屋間题已經 

成爲內閣部門的事務，道是爲了便利政府協調政策方 

面的工作。在北羅迪西亜和肯亞,幾個卡里比安領土称 

新加坡以及香港這&地方都因爲看到有配合公務當局



和私人與私有組織努力的需要而成立了集中的住屋與 

設計當局。委員會祭知這類機構已經成立，表示満意， 

並建議凡現在尙無這類機構的領土設立此種機構。

六六.聯合國在與各專門機關合作之下已經發起 

了廉償住屋與有關社區設施方面的協調國際行動的長 

期方案。大會在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譲案一五 

0 八 （十五）內建譲各會員國檢討往屋的需要、政策 

與方案，在住屋上投資的情形以及是否需要外來的協 

助。它也請調查是否可能爲在發展中國家迅速城市化 

的地區中謀求作爲實驗計劃之用的技術服務、器械和 

基金並研究在發展較差國家爲廉債住屋方案翼措國內 

及國際資金有無可能。委員會希望決譲案内各項規 

定，能在城市住屋問題非常厳重的各領土裏儘早充份 

實施。

六七 . 委員會認爲先有了城市與區域的設計，然 

後再合併各種方法来進行，對於縮小城市往屋問题的 

厳重性，可以有極大的成效。由政府以廉價出售或完 

全贈送材料給願意自己建築房屋的人民和爲他f f l建築 

壽資作特别協助的自助計劃，在卡里比安的某些領土 

裏和其他許多地方都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受資助的 

自助建築對農村I t 區、難民家庭和因季節失業的人，有 

許多好處。但是對於城市裏大致可說是充分就業的居 

民來説 , 這種自助計劃的好處有限。對城市居民來說， 

應該以鼓勵合作社蓮動和建築會社來改善他們住屋的 

狀況。市當局和中央政府都應儘可能大規模興建房屋 

出售或出租。借款給市政府、建築會社、雇主和工人 

是鼓勵在絞好住屋上投資的另一種方法。由雇主供給 

適當住屋和對建築房屋給予輔助金、借款和協助並且 

供給材料都是應該特別予以着重的。委員會相信對於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東非皇家委員會所建譲的准許 

載員帶薪離職建築自己住屋一事應予鄭重考膚。在雇 

主必須以適當住屋供給職員的那些領土裏，應該修改 

法律規定所有雇主都要以住屋供給繊員、他的妻子和 

兒女。

六八 . 在某些領土裏，要達到較高城市住屋水準 

的目的，有一部份要靠解決極爲複雜的地權問題，尤 

其要使私有土地者的地權穩画。在許多領土裏個人很 

難租到土地，或租到租期狗長使租用者有安全感；在 

很多诚市近郊地權都是習慣地權制度以致使人不願意 

開發土地。委員會贊同一九五八年東非及中非城市問 

題會議的建譲，即明確規定地段的界誌，提供一種安 

全與便利交易的合理方法，使交易迅速和費用低廉。

缓境街生

六九 . 農村居民移入城市後，在適應與轉變到城 

市的生活上,有許多問題。前面已經提到過住屋間题。 

不過有關衛生水準、環境衛生、營養、家庭結構與安 

定、和社會組織與志願結社的形式等等問題，也是同 

樣董要的。

七0 . 委員會在第H 屆會時察悉多數領土未以 

應有的注意來處理環境衛生，而且在城市裏認眞處理 

有缺陷的供水系統與不合衛生的陰溝汚物處置的問 

題，往往要等到悪劣情形變得十分明顯，不能再以費 

用浩大爲藉口來推延時， 作重要的改善。

七一.在肯亜和烏千達的城市近郊多半都是靠城 

市謀生的大部份非洲人民居住的地方，連安全飲水供 

應與淸除垃圾的基本服務都缺乏不足。但是在東非和 

中非的城市裏水的供應大多用水管，而且水的質、量 

也都有改善。只有幾個大城市裏有帶水的網狀陰溝系 

統。近年来卡里比安地區裏，對於安全飲水供應和陰 

清汚物處置的現代化雨事，都很認眞不斷努力地去辦 

理，不過待辦的事遺有許多。新加坡和香港兩地的問 

题，由於缺乏淡水和城市人口很多而更趨複雜；香港 

的間题因爲入境的難民而更爲加劇。委員會認爲在住 

屋與城市發展計劃中應該特別注意充足飲水供應的增 

加與如何妥善處置廢物和雨水。

城市工人的境遇

七二.在城市裏工資勞動者的多數土著人民都是 

不熟練的非技術工人。這在非洲和一®其他領土裏就 

是一大部份勞工移動性質的一部份後果。在多數發展 

落後經濟系紘中慣用的一種辦法是一方面雇用非常熟 

練的；I：人和技術員，另一方面也雇用大批不熟練無專 

長的工人。在許多非自治領土裏前類人員多半都不是 

土著人民。因爲技術與載業訓練方案，在職訓練計劃 

的增加和以當地人員頂替外籍工人政策的行用，土著 

入民擔任熟練相按術職位的人數雖然不多，可是漸漸 

有增加。

七三.在許多城市地區裏有季節或長期性的大量 

就業不足與失業的現象。家庭關係，部落會社和其他 

；£ 助辦法雖然使失業者得到一黯保障，可是這種現象 

在某些地區裏漸漸消失。

七四. 在勞；!：移動很厲害的那些領土裏，就業中 

心與鄉村之間經常不斷地有移動。最主要的原因雖然 

在於經濟，可是有時也是社會、心理與個人的原因所



致。農村居民由土地所得的收種多半都是很少的，而 

且除去移往城市中心或商業農作地區之外，通常也都 

沒有什麽其他辦法來增加牧入去購買所需要的消費品 

和爲付稅與學費來壽款。普通的情形是一個人得到他 

需要的現金後立刘间到農村去，至少等到再需要現款 

時續移動；主耍的是移勤的人一定要以他的土地爲生 

活安全的保障而且在多敷情況中他一定要把妻、兒留 

下纏能保全他的土地權利並且以之爲維持他們生存的 

一種方法。

七五. 無論勞工大量移動是如何的不相宜，大家 

可以把它視爲這些領土經濟發展中不可避免的一個階 

段。現金的流入有時使經濟中自給部門的生活水準提 

高。此外，能夠保留地權也使農民得到相當的安全感， 

這是工人如果長期留住就業中心，在目前情況中就可 

能得不到的。過份的移動與不安定也有許多缺難。損 

失時間精力，工資水準低，受訓練的機會不多而且職 

業繼續下去的可能性也不大。工人與他的家庭分開使 

得農村生産率經常保持很低的水準，而且有時遺促成 

社會混亂的情形。

七六. 在過去十年中，政府和其他公共當局以及 

一些雇主都竭力主張穩定城市工人使他們成爲發展有 

效勞工實力的一種必要的力量。一九五八年東非和中 

非城市問題會譲表示遂漸較爲精細的分劃勞工並且以 

在城市裏穩定更多非洲人爲這種程序中的一部份，都 

是非洲人進展和財富增加的一種必要條件。它也認爲 

穩定工人是應該愼予鼓勵的一個過程，其實它也是總 

要出現的情形。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按術合作委員會 

所舉行非洲各國住屋反城市化問题會譲的第二屆會譲 

中 ,有人表示要充分發揮東弗和中弗的經磨潛伏力與 

人民的資源，移動勞工似乎就該停止。

七七. 在城市區裏實現安定工人政策，需要訓練 

工人使他們有工業按能以便得到較高生活水準。工業 

的利益就是略微節省人力的浪費。這種政策也需耍有 

爲;I:人子女受普通和載業敎育的設施。在許多領土裏 

它也需要较高的工資水準和以其他福利給予工人。勞 

工組繊認爲這樣雖然可能增加工業和領土財政上的負 

擔，某些情況中所得的經驗顯示增加工資之後産量也 

有大量的增加。工資水準可能是要提高續能造成最低 

的條件使工人覺得有更加努力勤奮的代價。一旦作到 

道黯，産量就可能繼續增加，與金錢和其他動機成正 

比。

七八. 要想城市穩定化的一個政策成功，就需要

雇主的全力支持。非洲領土裏雇主們對城市勞工穩定 

與合理化的問题態度不同。有些贊成確立穩定的勞工 

實力和充份城市化，有些感覺勞工應該保持他與農 

村的密切關係，只在城市裏供絵暂時性的服務與住 

屋。遺有，在一些弗洲領土裏，非非洲人不願意非洲 

人也獲有他們的按能，也不願意接受同工同酬的原 

則。除去這種態度在社會與政洽上所能引起的後果之 

外，生產費用也增高因爲非洲工人都是不熟練的而且 

非土著與海外的熟練勞：!：需耍很高的工資。委員會認 

爲所有領土的社會和經濟進展大部分要靠一個領受充 

足工資、合併、穩定和有效的勞工實力，所以委員會 

請關係管理會貴國經過以法律爲根據的一種政策，來 

從事行政方面行動與勸說並且在謀求達到道種目的初 

期請雇主與各陆® 人民合作。

七九. 委員會認爲某些領土裏工資水準過低。它 

對許多政府開始行用至少可以龍足一個小家庭需要的 

工資制度表示歡迎，並促請仍舊支付"單身人"工資的 

其他各領土從速採用相同政策。委員會察悉多數領土 

中土著與歐洲雇員間工資差別仍舊很大。委員會雖然 

知道在海外供職需要有合理的津貼，但仍感覺應該竭 

力設法取消其他並非以拔能和生產率這種客觀因素爲 

根據的工資差别。

職業訓練與技術救育

八0 . 照各領土爲增進經濟發展所需要受過訓練 

的人力來說，得到技術與載業訓練的入無論從結對數 

字或從所有註冊入學的百分率看都是很少的。靑年在 

學校裏與工人在實瞻就業方面受敎育與訓練的設施都 

需要進一步發展，纏能促成城市與農村區域之間的均 

衡發展。特别重視文書與白領非勞動性工作的問题， 

尤其應該予以考慮。在道方面，一艘都更進一步承認 

有需要早早在人年靑時就給他恰當的職業指導需要 

更多注意的是婦女職業和專業的敎育以及不只限於家 

政方面的訓練，以使她們在所有經濟部門的活動中能 

有同等機會，以之爲一種方法幫助改變社會對工作的 

態度和保障婦女在各領土裏充分負起社會與經濟進展 

方面的任務。

八一.勞工組織已經着董說過無法能爲性屬移動 

的那類工人，擬成有力的訓練方案，因化道類工人就 

是利用在廠工作予以訓練的方法也都得不到重耍的工 

業經驗與技能。不穩定是工業經營得法與不斷發展的 

一個主要障礙，所以使工資勞動者在就業處所或鄰近 

地帶安定下來的政策，可讓普通敎育與載業訓練方案



酣合恰當和有效實施。委員會贊同這種意見並且認爲 

在促成穩定的情形和更充扮利用適當的載業與技術方 

案以前，需耍特殊措施来訓練那些學歴不足得不到敎 

育制度中通常供給的那種訓練的益處的工人。

社食發展

八二.在許多镇土裏城市的發展和這種發展的過 

程改變了傳統社會的結構，把部落的風俗習慣和文化 

的力量都创減了。這樣情形在某些領土新興的城鎮裏， 

特別顯著。道些城鎮裏的人口還未完全安定下來，對 

於部落和部落土地仍舊效忠，不過部落生活和部落生 

活目標以之爲轉移的那些紀律和習慣好像是失力或清 

失了。在這些新城鎮裏股離部落的過程分爲幾個階 

段。可以看到的是各不同的人民園體：有些已經城市 

化；有些已與自己部落失去聯絡但是本身遺沒有能適 

應城市生活；另有一些仍與部落或宗族保持聯絡。

八三. 隨着城市化而來的是新社會組繊的發展。 

移注城市的農村或部落人民都聚居一處，受與鄉村不 

同的力量的管轄並且也以不同的方式謀生。卡里比安 

地帶的情形並不是這樣的，因爲道一帶農村與城市間 

社會方面的差別，沒有其他地方那麽大,並且部落主義 

根本不存在。但是以中非爲例來說，非籍城市人口往 

往仍舊忠於部落，可是他們之間趨向以非部落主義原 

則爲根據的新式社會組纖的人日漸增加了。部落主義 

在家庭生活中仍是一個主要因素，也是類別人民成爲 

園體的一種方法；效忠部落的情形仍舊存在，但是受 

以共同利益爲基礎而出琪的城市結社的影響。對於城 

市所作的各項研究强調部落會社並不控制城市裏的經 

濟與政洽生活。Sf然如此，城市的人多半以與他有土 

地所在的部落單位保持聯絡來换取忠實與支持。所以 

部落主義在農村地區仍是强有力的，因爲人人都認爲 

與部落土地有關係是件很董要的事。另一方面，在那 

些部落主義並非政治和社會關係上一種很有組織的制 

度的城鎮裏，城市性的《體與H：業會社產生了。在城 

市裏組成的新圃體就是針對完全合併所有居民的一個 

重要步驟，使所有居民在市民忠貞感之下團結。

八H . 多數領土裏，農村的社會制度，都在有以 

共同利益和敎育爲基礎的新結紙出現之下，在城市裏 

改變了，範圍也不同了。隨之而來的是自由與個人主 

義的發展，這種發展在較趨極端的情勢中足以破壞家 

庭生活，加以貧困情形就增加了犯罪的行爲。道些問 

题的經濟原因，已由前幾段略予提及，所以各問题的 

解決，有一部份要靠穩定勞工與達成較爲充裕的生话

水準。另外需要也很大的服務是貧助個人與家庭適應 

城市的環境；鄉鎭與城市裏的社會政策的一個主要目 

標也就是在此。委員會檢封了爲供給家庭與兒童福利 

服務、公共協助、靑年福利、少年犯罪問题服務，傷 

殘重建、社區組繊和男女成人非正式敎育各事所採取 

的措施。多數領土裏都有福利服務，由中央和地方政 

府，志願機關供給，有些地方的工業組織也供給這種 

服務。在家庭與兒童福利、靑年福利和少年犯罪各方 

面都有成效的工作在推進，但是各方案的範圍因爲財 

政上的考慮與缺少受過訓練的人員而受限制。

八五.基於上述各種限制和城市中心通有的貧 

窮、失業與就業不足的情形，委員會感覺應該盡最大 

的力量設法在領土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中提高家庭生 

话水準和擴大預防與有建設性的社會服務。提高收入 

與生活的水準也應使社會安全計劃可以發展。關於這 

事，委員會建譲在領受工資就業者的數額已到相當可 

観比例的各領土裏從事研究以使決定能否行用社會安 

全計劃。委員會感覺如果要使城市人口穩定，這是不 

可缺少的。

八六. 委員會贊同國際勞；ü會議第ra十三届會所 

建譲重新檢討•琪有實施社會與勞工政策的機構以使 

定這些機構在處理有關在不夠標準狀況中生活者，尤 

其是臨時與自雇工人的問题上能力如何。有人指出保 

護勞工法律、社會安全、碱業訓練計劃和住屋計劃的 

福利似乎只及於工作人口中技能與就業地位使他們處 

境遠勝過城市內許多貧民的那些人。委員會認爲道種 

意見適用於非自治領土中的許多地方，並且也贊成後 

列的意見，即城市貧民的特殊需要應予仔細研究以使 

決定應該擬定那種新的勞工和社會政策，更爲有力地 

去處理他的問题。

八七 .委員會祭知城市化雖然時常引起一些問題， 

但仍是國家、家庭和個入能受其益的那種變動中的一 

部份。工業化與城市化雨事提供一種經濟基礎使情形 

更快轉變爲琪代狀況，而且道也不限於經濟道一方 

面。城鎭的發展大量累積從事社會與文化方面工作的 

資本與人員。文化自由的範圍因之加廣，思想的交换 

也更自由。城市環填創造有利於新設施的空氣而且也 

激動文化交换的較快速度。就是在今夭，城鎮人民對 

於政治生话都有較大的影響因此對於發展的型態也有 

校大的影響。道種影響必然還會增加。因此城鎮董要 

性之大與人口多寡是不成比例的。



伍.勞工間题的各方面

勞資關係

八八，若千非自洽領土工會蓮動的發展與境內琪 

代化工業組織已經確立的各國來比较都是慢的，這是 

許多普通因素所造成的。薪給載業並非經濟活動的標 

準，就是在薪給職業已經普遍的地方，一時就業，就業 

不足，甚至構造失業的程度造成一種型態與世界各工 

業化國家不同而且對於工會發展有董要的意義。佔多 

數領土裏工資勞動人口中多數或佔大部份比例的農業 

勞工以及僕役都是很難組織起來譲他們有工會的人， 

特別是那些由雇主供給住屋之類康樂設施的工入。

八九. 在許多地方，土著人口因爲習慣與制度的 

關係，多數都只能就半按術性與非按術性的碱業。由 

於這個原因與其他一® 社會因素，某些領土還有按照 

種族組繊；n會的情形。由於工資勞動人口中盛行移動 

勞工，工會組繊方面的問题更爲加重，使得不斷增加 

關心與資方誤判長期就業條件的穩定工會會員數額一 

事變得困難了。最後，失業與間歇就業也使穩定有效 

的;n會發展趨於緩慢，減少要求较好工資與工作環境 

的有力集體行動的可能性。

九0 . 現在一般都公認有制定法律來鼓勵或保護 

工會發展的必要而且幾乎所有的領土都已在法律中樹 

立有關的規定。在聯合王國領土中，大部分工會法律 

都反映聯合王國的法律原則與習慣。在聯合王國領土 

裏大體上所有人民，不分種族，都得到結會自由的保 

障。聯合王國領土裏所有工會都需要到政府所指定的 

工會登IE處去登記，在某種情況下登IB的要求可能被 

担結或取消現有的登記。除去兩三種例外情形，聯合 

王國領土内對於罷工的法定限制，只在於對社區生活 

舆衛生因爲罷工立刻會受厳重影響的那些必要服務。 

在幾個領土內工會受不得有政治或其他活動的法律限 

制。

九一.美國管理的領土裏工會的情形與母國地區 

內情形相同。在荷屬新幾內亞境內沒有特殊的工會法 

律。在普通法之下，結會不需要事先申請政府的許可， 

但是所有結會要成爲正式的組織就需要法律的承認。 

在紐西蘭的領土裏，有特殊的法律規定工會的組繊與 

登記。

九二. 勞xffg在不同的程度下利用琪行法律來組 

繊工會；在多敷非自治領土裏道類組織的數目與會員 

人數都有增加。在這方面雖然沒有法定的條件，東非

與中非各領土中工會組織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勞工們都 

按照種族來組織工會。以北羅迪西亞爲例來說，歐 

洲、亞洲和非洲的勞工們都分別組織工會。委員會察 

知近年來某些領土裏的雇主組織大爲發展。

九三.來自一些領土的情報顯示工會在保護與提 

高工會會員在工業上與載業上的利益和满足其他的需 

要上都有進展。工會雜然有這種進展，可是遺有不少 

困難。有些領土遺缺少工會組織，不過道是例外而不 

是普通的情形，在沒有法律禁止工會組織之下，這種 

情形多半由於工業就業水準絞低所致；不過就是在有 

工會存在的地方，工會仍舊表琪一種性格不利於它們 

有力推進所負主要任務，尤其不利於集體交渉。在許 

多情況中，一半由於文g 、通謀等的普通問題，許多 

領土裏的工會蓮動只代表整個勞工中有限的一部份工 

人。工會的數目似乎也较通常爲有效執行會務所應有 

者多得多，因此多數工會的規模都很小。

九四. 在這種情況下，以交渉的力量来說，許多 

工會都嫌不钩。因爲工會的組織小而且許多會員都不 

按期缴納會費，所以這種組織的經濟狀況大致都很 

着。工會因此不能供給各種社會福利或敎育方案，用 

來維持一般工會會員對工會不斷的關切，和增加入會 

者的數目或吸引與保持最好的地方領袖因爲工會不能 

以擾良的就業條件提出來。後種情形常常可以由許多 

工會辦理的欠妥善看出。

九五. 在一些地方，正因m會如上所述，有時是 

按照種族組成的，對於工業關係似有不利的影響。道 

不但有礙於工人的團結和不能擬定共同的方法，並且 

往往促成集體關係機構的重疊。雇主在道種情況下時 

常發現一個種族的工會所同意的就業條件與規定，會 

使另一個種族的工會感覺不满。某些雇主所持不表同 

情的態度，也是一些領土裏工會感覺困難的一種原 

因，非洲領土裏情形就是如此，但是委員會看到這種 

情形已有好轉，感覺欣慰。有些開通的雇主已在近年 

來，示對工會發展有同情的態度，這在某些領土裏成 

爲工會組繊發展的一種鼓勵。

九六. 在多敷領土裏公務當局、國隙組織、地方 

工會組織和其他機關在解決現有的工會問题上作了不 

少事。在聯合王國領土裏，勞工部所負的一個主要載 

責就是敎育勞I t使他們明瞭工會組織的原則與技術。 

此外遺有補充道種敎育的工作，那就是由勞;n部特別 

爲訓練工會領袖而錄用的載員，組成特別訓練班，来 

訓練勞工領袖。對於訓練一般工舍會員一事也更多予



以注意，這是各大學課外工作部門出力很多的一種工 

作。不列顔工會大會提出董要協助，同時國際自由工 

會聯合會已在烏干達康帕拉設立了一個勞工學院。有 

時雇主們在捐助金錢和特別給假讓勞工能攻修工業關 

係的科目上都很懷慨。

九七. 儘管是有上述糧種努力，待辦的事還有不 

少。目前尤其需要的是在法有這類法律的地方特别制 

定法律使勞工與雇主都能不分珍域地組纖起来推行業 

務。在已有法律存在的地方，大部分當然耍靠實際上 

如何執行法律中的各項規定。雖然如此，某些領土裏 

現行法律所規定的條件似乎都有就勞工組織在提送委 

員會報吿書內提到的各默11加以改善的餘地。

九八. 照許多領土現在的各種狀況來說，政府確 

有提供諮詢服務的必要。不過這種服務不應有限制工 

會正常活動範圍或有在政洽上揉縱或控制工會的性 

質。以法律來限制罷n：與停；n而且對於不得使用不公 

平勞工辦法也無保障的領土，也遺有幾個。委員會對 

勞工組織有關這些事項的公約已在聯合王國所管領土 

內適用的消息表示歡迎，並且希望凡未採取同樣行動 

的各政府也都照辦。雇主們的組織也需要更加發展以 

便他們能與工會從事有力的集體交涉。這種組纖有利 

於在適當時訂立整個工業的集體合同，並且遺能消除 

某些雇主的疑盧，那就是如果承認工會或與工會訂立 

合同就會使關係雇主在競爭上處於不及其他不受退種 

限制的雇主的地拉。

社音安全播施

九九.一般都認爲穩定人力的一種辦法是使勞工 

得到有防範職業危險和其他危險的有力保障，所以在 

目前情況下，推廣现行法律的範圍也包括對其他意外 

事件的保障，是應該而且恰當的。

一0 0 . 有幾個領土有爲工資勞動者的通盤社會 

安全計劃與某些高度工業化國家相似。美管佛京羣 

島、關島、美屬薩摩亜、直布羅陀和馬耳他的情形都 

是如此。I2

一0 —.幾乎所有領土都有法律規定以雇主應負 

責任爲基礎給；!：人的賠償。有些地方規定雇主有給産 

婦津貼的責任，也有些雇主給疾病的津貼。過去這十 

年中多數領土都已改訂法律，同時某些領土正在考慮 

新擬的賠償制度。但是在澳大利亞管理的挪子峡（岐

A /A C .35/L .332 ,第三+ 九段。 

參閱 A/AC .35/L.333。

令 ），聯合王國管理的塞歇爾羣島和聯合王國與法國 

共管的新赫伯里地，後有關於工人賠償的法律。在紐西 

蘭管理的領土裏雖然沒有關於工人賠償的普通法律， 

但是有一個特設委員會正在調查庫克羣島裏勞工和就 

業的情形，並且在所提的建議中特別注重工人的賠償。

一0 二 . 各種條例與規則的範圍頗爲不一。大體 

上說，所有的人都有保障，包括在就業合同下工作的 

學徒，而且也不論這種合同是屬那一類。有保障的人 

大部分包括農業勞工，只有香港例外。在牙買加、格 

萊納達和千里達與托貝哥各地，在登記所轄之下，農 

業組織的大小，受到一種限制。所有計劃都規定，工 

人因爲職業上或在就業期間所發生的意外事件受傷， 

要得到賠償。多數對職業病給予賠償的領土，對因上 

述雨糧原因不能工作者也適用相同的賠償辦法，不過 

此種疾病須爲列在特別附件中者。對於職業病後有保 

障或保障不足的地方有亜丁、多明尼加、巴哈馬羣 

島、巴貝多斯、格萊納達、香港、聖海利納、聖路西 

亜、S 文森特和其他沒有工人賠償制度的各領土。

一0 三 . 在許多領土裏，遇有工業意外事故時， 

雇主負擔內外科和醫藥以及住院的費用。在例外情形 

中，如在斯冗西蘭，受傷者在後有法律規定由雇主負 

醫藥責住的情形下免費入政府醫院。在聯合王國管理 

的所有領土裏雇主在所負醫療費用的貴任上不超過某 

一種敷額。一般的情形是由各種法律来辨別不能工作 

是暂時或永久性的。一般所公認的是工人在疫癒、傷 

處癒合或死亡之前，不能工作的這個整個時期都應得 

到賠償。但是有些條例規定領受津贴的時限；這種時 

限可能是五年（北婆羅洲、薩拉冗克和聖海利納就是 

五年限期），十八個月（北羅迪西亜)，十二個月（美 

管佛京羣島）或其他等等。

一0 四 . 遇有工人受傷以致終身殘廢或死亡時， 

賠償辦法不是給養老金就是用更普遍的那糧整筆償忖 

辨法，一次或分期付淸。

一O S . 對於患病工人的特别協助，在多敷情況 

中都是由雇主供給,普通包括醫療，供給各種藥品相住 

在公共衛生診所或在醫院裏就醫，有時也可以住在私 

營企業所設立的醫療和衛生所裏就醫；雇主在提供這 

類醫療時很少再給其他疾病津貼。在公務機關供載的 

工人往往除去得到敷額不同的琪金之外, 也免費就醫。

一0 六.在多敷領土裏，公共保健服務和社會幅 

利服務共同負責處理一般人民中孕婦的緊急情事。但 

是對於保護女工的條例則大不相同。難然免費得到醫



療是一般都供給的，但是只有有限的幾個領土規定孕 

婦可以在某一個期間內不需通知而缺席。

一 0 七 . 對於老年人的協助有各種方法。大體上 

說，只有卡里比安和遠東的某些領土裏行用全由政府 

出資按期發授養老金的制度，領受者只要在經濟能力 

和居留雨方面符合規定的條件就可以了。千里達與托 

貝哥、英屬圭亜那、聖基茨尼微斯安幾拉、巴貝多 

斯、婆羅乃和茅利夏斯都有爲全體人民設立的道種制 

度，北羅迪西亞只爲非土著人民設立了這種制度。養 

老金的用意不只在於維持最低的糊口生活水準。非洲 

沒有以經濟能力爲基礎而擬定全體人民領取養老金的 

計劃。委員會希望其他領土也都開始採用相同的養老 

金制度。

一 0 八 . 多敷領土裏所有長期任用的公務員，或 

在某些情況中，公務員到相賞的階級，規在都領受不 

綴款的養老金。在一兩個非洲領土裏已經行用的這種 

制度 , 多半都是爲非非洲工人設立的。關於私營部 

現有適用於某類工業或職業的制度以及適合普遍社會 

安全制度的綜合制度。在多數聯合王國領土裏，大的 

私營組繊都有大部份是爲歐洲工人所設立的自願織款 

養老金或節約金制度。

一 0 九 . 幾乎所有非自洽領土對於寡婦和孤兒， 

除去因爲載業而受傷之外，都沒有養邮金的規定，只 

有極少的領土爲某類載員，包括公務員和歐洲工入的 

孤寡有這種規定。，

一一0 . 委員會注意到一些非自治領土現在正在 

考慮各種意外事故能有更好保障的計劃。在牙買加的 

一個養老金事務當局要擬訂和管理養老金和其他在某 

種工業中工作的某種載員和人員的年老退休制度。勞 

工組繊於一九六0 年在向千里達賴托貝哥政府提送的 

一個報告書裏建議採用强迫社會保險的制度。一九五 

四年聯合王國的一位專家編製了一個報吿書，說明在 

英屬圭亞那所可能行用的祖 :會安全措施。政府雖在原 

則上接受了他的主要建議，即設立織款社會保險制 

度，但是還未實施。在巴貝多斯一九五四年的調查之 

後，一位社會安全問題專家建譲設立一個由雇主與工 

人平均嫩款的老年和殘弱基金。

 . 若千聯合王國的領土，包括肯亜、斯冗

西蘭和烏干達，正在考慮把職業上意外事故賠償的法 

律推廣到包括賠償職業病。在肯亜，一個所有種族都 

有代表的委員會於一九五七年建議應爲凡沒有受政府 

長期工作人員養老金制度保障的雇員，設置强迫養老

金制度。委員會的報吿書仍在審議之中。關於亜洲、 

太平洋和印度洋各領土現有各種I’計劃的情報非常缺 

乏，但是檢討現行工人賠償立法一事並沒有中斷。

一一二.委員會在本報吿書關於城市發展各方面 

的第四節內建譲在工資勞動就業者已 f ô 人口中頗高比 

例的所有領土裏，從事研究，以使決定社會安全的需 

要。委員會察知在若干領土裏都已有開始行用强迫社 

會保險制度的建譲，但是截至現在爲止，各關係政府 

遺未採取行動實施各項建譲。這種方案是所有需要穩 

定人口的就業中心所需要的，而且非洲各領土裏也需 

要以之作爲免去工資勞動者往返於就業中心和自綺農 

業之間的一種方法。

婦女就業的狀况

一一三 . 委員會在一九六0 年屆會時察悉許多領 

土因爲轉變成貧幣經濟而使許多婦女可因生産推銷而 

不是自給的貨品的機會加多，得到相當限度的經濟獨 

立和有薪給的載業。但是就委員會所獲的情報I3來説， 

在多數領土裏婦女們因爲敎育水準低和社會習俗的限 

制而不能在貨幣經濟中佔更董要的地位。

一一四 . 但是這® 領土裏都有進展。隨着城市化 

而來的是對婦女就業的偏見遂漸失的這種現有趨势； 

此外，城市地區生活費用之高往往逼得男人不得不藉 

妻、女的收入来補充他的牧入。得到受敎育機會的女 

生數目也有增加，所以婦女就業的機會也很可能增 

加。不過只有迅速發展經濟纖能大量改變目前情形。 

在技術性質較高的工作，尤其是涉及爲.人服務的工作 

上情形並非如此，不適現在非洲的幾個領土裏已經有 

婦女可以在任辦公室辦事員、譲士、敎師和商店助理 

員的情事出現了。

j五 . 由於傳統和物質上的原因，婦女的普通 

敎育和爲工、商業以及■其他職業的職業訓練設施都很 

有限。爲使婦女在非洲和其他地方能負起她們在發展 

本國一事中應負的責任，尤其要她們在通常都佔重要 

地位的那些載業（敎師、照顧兒童工作員、社會工作 

人員、護士以及其他等等載業）上負起責任來，就要 

大量地推進婦女的普通敎育和載業訓練。目前急需的 

是研究從速補救這種缺陷的辦法，必要時並利用試驗 

的辦法，但是所需要的並不止於此。婦女在各種技術 

性質較低方面，尤其是在工業方面就業的機會似乎勢 

必慑慢增加。在這麼一大部份勞工力量旣未受敎育又 

後有工業上的經驗而且也^^能局部地適應城市環境的



期間內，婦女能否適應工業生话和她們；n作的效能如 

何，大部份要靠進一步的工業發展相在敎導她們如何 

從事新工作與幫助她們克服由於改變習慣與環境在心 

理上發生的種種問题的努力，有多大的成就。要藉提 

高敎育的水準，要藉促使城鎭人民安定下來，而且特 

别要藉採取步驟來爲工作婦女和她們的家庭在城市環 

境中創造適當生活環境，續能眞正地鼓勵非自治領土 

裏的婦女積極參加現代的經濟活動。

一一六.由於傳統經清所繼續保持的那種重要性 

和婦女在其中所佔的顯要地位，婦女的活動與成人敎 

育都需要進一步擴展。這種努力可促成農村生括環境 

的改善。

一一七.委員會察知許多領土裏都有法律禁止婦 

女在工業中作夜和特别費力的工作。不過這種法律 

不適用於農業。

— » » I，八.非自治領土裏極大多數婦女仍舊在家庭 

或部落主有的農莊裏作農工，不領工資。這類工作在 

多敷農業領土裏仍很盛行。婦女在農作單拉是屬家庭 

性質的田地裏注往都是作很吃重操勞的工作。以非洲 

各領土爲例來說，婦女除去揉持家務之外，遺耍負起 

農作上的一大部份工作，甚至要擔水，砍柴搬柴和磨 

玉米與其他穀物。在男人到城鎭或其他領土去工作的 

時候情形更壞；尼亞薩蘭的情形就是如此，該地男人 

就是常到自己領土以外的地方去工作的。

i九.某些領土裏婦女農作工資勞動者多半是 

就有季候性的工作或在農場裏工作。在農業中婦女工 

資勞動者的數目與在自給農業方面工作的婦女來比较 

雖然少，不過在最近幾年在許多領土裏都有增加。但 

是大致說來，與男工來比，女工的數目仍然要少得多。

一二0 . 委員會注意到許多領土裏男、女作同樣 

的;n作，女工的工資較低，所以委員會耍重申已在第 

十一屆會中發表過的意見，即男女工入如作同等工作 

酬勞就應相同。

識業訓嫌极族和就業楼食

一二一. 委員會獲有勞工組織就肯亞、北羅迪西 

亜和尼亜薩蘭填內土著工人載業訓練設施與就業機會 

所編製的報告書。I4本報告書內时論城市發展各方面 

的一節裏已簡短提到職業與技術敎育的問題。

一二二. 職業與技術訓練已在肯亜境內引起新的 

重視。載業訓練制度的第一個步驟是設立E 個職業學

校，在一九六0 年內道些學校訓練了一千一百二十八 

名見習生，從事十種不同的技工載業。下一個步驟就 

是技術訓練的夜課由奈羅比按術中學開班講授。奈羅 

比的肯亜工藝學校的第一批建築工程已經完畢而且已 

經開始請授商業與工藝的課程。奈羅比的皇家學院設 

有高級工藝、專業和載業訓練的科目，使學生可以領 

取特別證明書或文憑，並且不久遺要開設使學生能得 

學位的訓練科目。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二百六十 

名左右註冊學生中非洲人約有一百十名。琪有求深造 

訓練的設施不敷用，所以有些入要到海外去就學；學 

生中得到幫助到海外去的，有些去聯合王國，有 ®去  

其他國家。通常爲期十二個月的在職訓練課程，由較 

爲重要的政府部門和東非鐵路港口管理局供給。在肯 

亜以見普作爲得到訓練的方法，沒有太大的發展。

一二三. 北羅迪西亞只有一個爲非洲人設立的技 

術學院，所以設立第二個學瞎的需要已經公認。這個 

學院設有四年的課程頒發城市與同業工會學院（ City  

and  Guild  Institu te)在木工和機械修理方面的中級證 

書。講授高小程度三年學科的職業學校有二十一所。 

見習生條例已於一九五八年改訂，允許非洲人作見習 

生，但是截至目前爲止利用改訂條例者尙無一人。有 

些政府部門也從事訓練工作。四個大銅礦公司都有範 

圍廣大的訓練非洲員工制度，並且自從一九£ 五年來 

非洲人也得到更多晉陸的機會，道是因爲他們可以擔 

任前此專門保留給歐洲人的許多新職業。

一二四，尼亜薩蘭有一個技工訓練中心，一九五 

八年時有一三0 人在那裏受訓練，不過多數非洲人的 

職業訓練都由工業或政府部門負責。尼亜薩蘭非常缺 

少技工和工藝人員，所以琪在正在壽劃擴展按術敎育 

和訓練的設施。

一二五. 委員會請各管理會員國注意勞工組繊所 

召集的第一次非洲區域會議載業訓練問題委員會所通 

過的雨個決譲案。第一個决譲案大部份有關爲合作社 

的載業訓練所、領班和管理人員來訓練敎員。第二個 

決議案內列有對於許多事項的政策建譲。I5

一二六 . 關於就業的機會，最近人口與社會趨 

勢，特别是土著人民之參與琪代經濟活動遂渐增加的 

趨势，在中、東非各領土裏造成了一種大致可說是前 

此所未有的情形，即就工資勞動載業的機會，不能满 

足要求。這使爭取得到现有機會的競爭趨於激烈，也

I 5 勞工組織：第一次非洲區域會議，拉哥斯 , 一九六0 年 

+ 二月，AFRC/I, P .R .9 ,附錄，第+二至二  +  六真。



使人看出城市中心失業的一種原因。問題範圍的擴大 

也與非洲其他地方一樣，比預料的速度耍快。現在所 

感覺到的需要是改良有關人力情報的服務以便隨時知 

道勞工情形的改變，和幫助各政府事先有所準傭，從 

而擬訂它們的就業政策。

一二七. 在某些領土裏這類問题因爲境內有種族 

起源不同的各種社區而變爲複雜。自願或被人招來協 

助發展這些領土經濟的移民，不論是由非洲、亜洲或 

歐洲國家來的人民，都組成自己的社區，集中全力在 

自己道部份的就業市場上。截至最近爲止，各不同社 

區間很少社交上的往來而且也沒有计麽意向設法鼓勵 

彼此間的相互餘解。

一二八. 現在大家都逐漸體會到在把更多的政治 

貴任移交土著人民的期間，要想各領土繼續不斷經濟 

和f i會的發展，就要靠願意爲共同福利工作的各團體 

的人民充分合作。目前在就業方面的需要是增加居民 

在平等基礎上就業與訓練的機會，這種情形只能在經 

濟穩定和各種族間友好的氣氛中出琪。委員會相信應 

該竭盡全力達成這個目標。

工人的社食福利毅施

一二九 . 據現有情報1® ,各非自治領土內工人的 

福利設施，諸如供給住屋、醫藥服務、食堂、敎育、蓮 

輸舆娱樂設施和社區中心等的供應情形頗不一致。各 

地法律往往都規定工人的往屋應由雇主供給，尤其要 

以住屋供給簽有書面合同要他們遠離家鄉的非熟練H： 
人, 特別是在礦場、農場或森林工作的人。雇主也許還 

需要以不收費的住屋供給遠離家鄉的其他工人成收入 

在規定數額以下的工人。雇主所供給的住屋多半不收 

租金，不過在若千情況下，工人也可能稍付一點租金。 

在雇主不能供給住屋時就要以房粗津貼給予工人。

一三0 . 婆羅乃和薩拉I冗克的油業，北羅迪西亞 

的礦業和香港的某些大製造工業和公用企業都爲工人 

設計了非常好的住屋計劃。尼亞薩蘭境內帝國煙草公 

司在Limbe所與建的模範新村，被視爲中非最好的非 

洲人住宅計劃。但是在多敷領土裏雇主所供給的大半 

都是暂時的或標準很低的房屋。最近幾年雇主對提高 

工人住屋水準一事有不斷地努力，有時政府也鼓勵他 

們，因爲大家看出現代化舒適的往屋可以吸引長期画 

定的勞工。香港的雇主自從戰爭以後，爲工人們與建 

了許多新的住屋。

16 A/AC.35/L.339 and Corr.l。

一三一. 在牙買加、茅利夏斯、尼亞薩蘭和烏千 

達道些領土裏，在爲工人建築有基本舒適和衛生便利 

的永久住宅上已有進展了。最近幾年，安提瓜、英屬 

佛京羣島、牙買加、茅利夏斯、蒙特塞拉特、要基茨 

尼微斯安幾拉和千里達與托貝哥境內在糖園工作的工 

人都由他們自己的糖業勞工福利基金中領到津貼和不 

牧利息的長期借款以便他們自己可以動宇•建築和主有 

住屋，建築住屋時只受某些最低限度規定的眠制。糖 

業工人如要修理或擴大住屋也可以向基金借款。

一三二. 各領土裏較大農場和礦業往往依法有供 

給工人醫藥福利的責任。北羅適西亞的擴業，婆羅乃、 

北婆羅洲和薩拉冗克的油業和茅利夏斯的糖業都有很 

好的醫院來醫療工人。其他雇主也供給急救設施、施 

藥所和診所；在某些情況下雇主與醫生商妥辦法醫治 

工人，由雇主支付醫生費。工人多半享受免費醫療服 

務，這種服務往往也推及他們的眷屬。因爲以醫藥服 

務供給雇員的關係，有瘦雇主有難於找到適當醫藥人 

員的問题。

一三三. 雇主以各種方法来供工人的腾食。舉例 

來說，在菲洲如肯亜和烏千達以及香港、牙買加和安 

提瓜各地的工業都設有曼廳。在某座領土裏雇主依法 

需要免費供腾。有些雇主也定量供給食物。

一三0 . 弗自治領土裏有些雇主設有爲工人和他 

ffl的子女受敎育的設施來補充政府的方案。比方說， 

北羅迪西亞的三個銅擴公司就爲它們的非洲工人推行 

成年敎育方案。在其他如英屬圭亜那之類的領土裏， 

糖園內就有成年敎育的設施；香港境內有些雇主也供 

給成年人受敎育的機會；在牙買加，糖業勞工福利委 

員會出資在社區中心舉辦成年敎育班。

一三五. 有幾個領土裏設有包括很廣的工人娱樂 

設施，如室內、外的消遣和蓮動與文化的话動等，都 

是由雇主供給的，此外，社區中心的數目在過去這幾 

年中也都有增加。

一三六. 近年來雇主對工人的福利更加注意。比 

方說，在非洲，幾個擴公司和北羅迪西亜的鐵路局都 

有福利工作人員。香港的幾個企業公司也同樣有福利 

工作人，在福利部門中工作。卡里比安匿內英嵐圭亞 

那和牙買加的薦糖工業都有願利工作人員，千里達和 

托貝哥的三個企業公司也都有福利工作人員。英屬圭 

亜那的糖業和北羅迪西亜的一個礦公司都在訓練額外 

的福利工作人員。



一三七. 委員會認爲雇主之供給满意的住屋、醫 

藥服務、食堂、社區中心以及其他福利設施一事應由 

各領土政府儘量予以獎挟。這類措施以及本報吿書其 

他章節所提議的各種措施應能促成生活水準的提高和 

確立並擴大一種穩定進步的勞工力量。

陸.少年罪犯的處遇

一三八 . 委員會會於一九六0 年爲編造非自洽領 

土進展報告書而對少年犯罪作了一次槪括調查，所以 

在這次屆會中委員會只研究少年IP犯處遇問題的最近 

趨勢。委員會現有情報雖然都是以旨在根據統計分析 

法庭如何處理犯有依法應予懲罰罪行的的少年，但是 

必需認淸的是由於規有資料之不足以致很難用統計敷 

字來證實各領土法院實用各種不同處遇辦法的趨勢如 

何.0

一三九. 有些管理會員國一方面同意現在需要較 

好和更可靠的統計，但在同時又强調因爲沒有國際閩 

通用可作這類統計根據的標準而起的各種困難和編製 

與解釋這種統計的有經驗人員的缺乏。委員會認爲毎 

一個領土的統計數字如果只由提送這種報告的一個當 

局負責而且也把法庭就少年犯罪所作的主要處置與成 

年罪犯的敷字分别具報，列在專爲此目的所擬成的一 

個表格裏，那麽就可能採取步驟對法庭處置少年犯罪 

作較爲詳細確實的報吿了。

一四0 . 委員會察悉各非自治領土裏少年犯罪並 

未成爲厳重的問題，而且各管理會員國也都正採取步 

驟擴充防止犯罪的服務，特別是在那些因爲工業化和 

組織的關係，傳統社會制裁個人行動的力量被创減和 

家庭與環境條件可能引起反社會行動的領土裏。聯合 

王國政府促請各領土政府設立防範服務，並正在擬製 

一種緣合的標準條例不僅包括罪犯的處遇問题而且也 

包括兒童的照顧與保護。巴布亞正在考慮立法特別處 

理兒童福利問題，組成有兒童法官的兒童法庭以及承 

認某些機關爲照顧和敎育犯罪者的適當組織。

一H—. 委員會現有情報I7顧示在幾個非洲和非 

非洲的領土裏，在一九五八年或一九五九年間，暨禁 

少年並非不普通的事。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是有特設 

的新機構的地方，道種事例似乎都有增加。聯合王國代 

表團通知委員會最近在非非洲的領土裏，十四歲至十 

六歲或+ 七歲的少年，即使宣告有罪也都很少被送入 

整獄。在非洲領土裏被送入獄的人數也大爲減少而且

在某些情況下少年罪犯不是被送往像Borstal—類的感 

化院去，就是被送往專門訓練這種年齢罪犯的獨立機 

構去。

一四二. 在聯合王國管理的所有較大領土和多數 

較小银土裏都有爲少年罪犯所設立的感化院。但是委 

員會注意到多敷領土裏都缺少爲女孩設立的感化院。 

委員會所得到的解釋是女孩犯罪的頻率很低，不過在 

最近的將來也許有爲女孩特別設立機構的必要。有些 

領土與志願組織商妥由它們負以機■的力量照顧犯人 

的責任。

一四三. 有些領土不但在處遇少年犯罪上多多利 

用各種機關，就是在對付需要照顧與保護或有成爲道 

德危險的少年上，也是如此。因此，戰後雜然有設立 

機關的方案，現有的機關仍然不敷用。在可能的情況 

下，大家都更多注意在禁閉的機關範圍之外，督導少 

年。

一四四 . 若千領土對犯有罪情不大的少年，通常 

仍處以罰款,不過這種徽罰對少年是否總是有用，很成 

問題。關於完全廢止以驅逐和送出境爲徽罰的方法， 

已有重大的進展。另一方面，非洲有幾個領土有時仍 

舊以現在雜然不像以前那麽常用的遣送0 藉爲撒罰之 

法，這是減少流浪到城市裏來少年人的一種簡便方法， 

社會服務部門對於道種少年是不夠應付的。

一四五.委員會察悉緩刑雖然是卡里比安地區和 

其他若干領土法庭所已確立和通用的辦法，但是在别 

的地區裏少年罪犯能獲緩飛處遇的比率就低得多了。 

這是因爲只有極少的幾個法庭有可供調用的緩刑監視 

官。委員會獲悉在聯合王國管理下各領土中緩刑辦法 

的使用已到現有此種官員能處理的最高限度，所以要 

想再推廣範圍就要靠訓練與委派額外的福利工作人員 

了。委員會注意到最近十年靈艇緩刑的人員雖然有大 

量的增加，但是需要他們承負的案件的數額仍舊很多。

一四六. 委員會察知體飛在聯合王國所管非洲以 

外的多數領土裏不是已經廢除，就是法庭很少判處此 

刑。非洲仍舊行用體刑，對於那些不需要送入感化院的 

少年罪犯時常還是施用這種剤罰。這不但是使用其他 

處邁辦法的各領土的情形，就是社會服務較爲發展的 

領土的情形也是如此。聯合王國代表團通知委員會， 

非洲雜然還施用體飛，但是以體刑爲處置少年犯罪的 

方法，好像是逐漸的減少了。在聯合王國領土裏這種 

则罰已被指爲一種難稱満意的方法只在特殊情況中使 

用，這種事例應當是會逐漸減少的。委員會獲悉在這些



領土裏完全廢除體刑要靠行用其他制裁辦法，也要靠 

受過訓練的人員及適當的機關有多少。委員會察知在 

巴布亞境內雖然遺有在特殊保障與監督之下以施用體 

刑來代眷監禁的情事，但是眞正施用體刑是很少有 

的。在荷屬新幾內亞和美國領土裏，法律禁止體刑。 

委員會建譲在所有領土裏廢除體刑並且建議在施用預 

防性質和其他糾•正性方法上加緊努力，以再敎育少年 

罪犯和使他能在社區中重新立足爲目的。

樂.公共衞生與營養

一四七. 健康對於非自洽領土社會福利與物質進 

展的重要性，已經委員會於各前次届會時予以强調。 

委員會在第十二屆會時因認爲一九六0 年非自洽領土 

進度報告書內已經列有非常翔實的資料而决定特別注 

意死亡率總數和婴兒死亡率的指敷以及有關傳染疾 

病、環境衛生和營養的情形等方面的趨勢。

一四八. 如果非自治領土的死亡率總數和婴兒死 

亡率指數，眞眞表現境內的健康水準，那麽這種水準 

就是提高了。照編造這種指數的領土來說幾乎所有領 

土的死亡率，無疑都已降低，這就表示现在得免夭亡 

的入較以前多了。但是照現代標準来說，這種指敷的 

水平還嫌太高；在許多領土裏，一個曆年中出生時活 

着的八個或十個婴兒中有一個,活不到一歲。

一四九. 傳染疾病、環境衛生悪劣和飲食不足是 

這種情形的一部份主耍原因。瘾疾、薄狀腫症，維蟲 

病、埃及血蟲病、肺病、麻嵐和腸炎症仍是非自治領 

土內極大多數居民染有的疾病中的幾種。所以這些地 

方衛生事務方面的主要活動當然都是以控制這些傳染 

疾病爲對象，其中有些現在已有減少的趨勢了。撲減 

慕狀腫症幾乎在所有是屬地方病的領土裏已經到了最 

後階段，撲減瘾疾的工作也有成效。控制這些和其他 

熟帶疾病如黃熟病、埃及血蟲病和麻癖等，使它們不 

得蔓延的蓮動，已在許多其他領土裏推進。地方政府 

在與衛生組織和兒童基金會合作之下推行各種計劃， 

目的在於在+ 六個領土內控制癔疾，在+三個領土內 

控制埃及伊政，在九個領土裏控制慕狀腫症，在六個 

領土裏控制肺病，在三個領土裏控制麻疯，在雨個領 

土裏控制埃反血蟲病和在一個領土裏控制性病。

一五0 . 直接撲減規有地方病的流行只表示在非 

自洽領土內提高人民健康水準程序中的一個初步。要 

想永久保持已有的道些成就，只能靠在每一個領土裏 

同時發展醫療與公共衛生服務，改善營養，改善環境

衛生和訓練工作人員。在這方面，衛生組織和兒童基 

金會一九六0 年的活動包括有關後列各項的計劃：九 

個領土的環境衛生，十四個領土的兒童食物與改善居 

民中最弱一部份的營養，建立十二個領土裏基本衛生 

服務和在十二個領土裏促進訓練設施，尤其是訓練護 

士的設施。在衛生組繊主持之下實施的各種市鎭間區 

域方案也是極爲重要的。

一五一. 所有非自治領土裏用水供應和陰溝汚物 

處置的系統似乎都不敷用。舉例來說，卡里比安區內 

較爲前進的幾個領土中，據說沒有一個領土用水供應 

與分配系統可敷人民現在的需要，同時在用水供應不 

足時也就不能擴充陰溝處置廢物的系紘。因此，傷 

寒、副傷寒、荆疾和腸炎症以及其他所傳帶的病症就 

都成了季候性的流行病。環境衛生是公共衛生方面最 

困難的問题中之一，所以如要解決基本衛生間题，就 

耍在這方面採取更爲有力的行動。

一五二. 許多非自治領土裏人民營養狀況和飮食 

智慣也是同樣的有缺陷。關於零售食物消耗的水準， 

對於家庭預算的臨床觀察與調查顯示在範圍很廣的地 

區裏人民營養都不足，在" 鎭餓"季裏尤其不足。某些 

領土因爲人民營養失調而時常有kwashiorkor、痛皮 

病、壤血病、夜盲病、貧血和兒童身體發育受妨礙，

同時全體人口糧食消費的平均入量很少超過已經接受 

爲毎人每日入量標準的最低限度。

一五三. 相反地，依照糧食費用和食物種類而對 

家庭預算所作的一種分街顯出了雨個大缺豁：第一， 

飮食非常不平衡，第二，家庭收入不拘。飲食不平衡 

可以由對生物慣値高的動物蛋白質、維他命、礦檢以 

及動、植物油的入量很低和入量佔很高比例的炭水化 

合物看出，用熟力單位來說，炭水化合物佔每日糧食 

消費的百分之八十或更高。這是缺階很大的飲食法， 

不能適應生物的霞要，至少不能満足在生長中兒童、 

孕婦和病入的需要，這三種人對品質優良糧食的需要 

絞普通人要多些。

一五四，在多敷領土裏家庭收入低似乎是道種情 

形由來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爲錢不夠，所以用在食物 

上的款項往往要佔總收入的一半或四分之三，而且爲 

了満足大家庭的需耍又.不得不犧牲食物的品質而求量 

多。其他因索如古老的耕作法，收成的牧藏不當和飮 

食上的禁忌與智慣等都使得提高營養水準的問题變得 

非常複雜。爲了道種理由，在道方面發展的各種協調 

方案都需要有多方面的性質；有些要以增加糧食的生



產爲目標，有些則需促進衛生敎育，尤其是有關營養 

的事項，同時也設法提高家庭的收入使之符合家庭的 

大、小與組成。

一五五.對於在非自治領土裏提高衛生水準也極 

爲重耍的另一個問题是缺乏醫務與輔助人員，所以作 

不到衛生事務上最低限度的要求。各領土裏只有幾個 

醫學院和訓練醫務與公共衛生人員的訓練所，而且道 

頻機構的作用，除其他因素外，常因基本敎育制度的 

缺乏和預算中撥款不夠而受阻礙。需要擴充國內各學 

院來訓練醫藥專業和衛生方面輔助人員一事，已經成 

爲非自洽領土裏衛生方面求進步的關鍵了。在這方面 

値得注意的是衛生、敎育和國民平均所得之間的關 

係；由對非自治領土所作有限的幾種研究中顯然可以 

看出，低的死亡率與较高的營養水準，總是與識字人 

數多和家庭或國民所得可稱充足雨事相關連的。

一五六 . 在衛生與營養兩事上求進展需要各不同 

方面的協調行動；各非自治領土人民今後還會長期需 

要壽劃周詳和有效實施的這類行動方案的國際合作， 

直到他們自己能比現在更爲有力地處理本身的需要時 

爲止。在這方面，委員會對於衛生組織、兒童基金會 

及各區域組織在給予研究獎金，從事調查，控制肺病、 

瘾疾反其他地方病上的協助以及所提供的其他若干衛 

生及社會服務，表示嘉許。

一五七. 委員會要强調社區發展和成年敎育，以 

鼓勵注意衛生，撲減地方病和倡導改善營養、衣着、 

兒童照管和用水供應爲方法，在改進衛生狀況中可以 

估極爲重要的地位。

挪.種族歧視

尊 言

一五八 . 大會在一九六0 年+ 二月十£ 日決譲案 

一五三六（十五 ) 內贊同非自冶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 

的意見,1®即種族歧視違反人權並旦也成爲非自治領 

土所有各方面進展的障礙。大會又建議管理會員國立 

刻廢止或撤銷一切足以直接或間接鼓勵或准許根據種 

族理由而施行歧視政策及慣例的法律與條例，並且盡 

力以其他一切可能辦法消與道類行爲。

一五九 . 大會在同一決譲案內促請管理會員國立 

即充分實施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的建譲，即解

I 8 大會正式紀錄，第+ 五届會 , 補編第+ 五 號 (A /4371), 

第二編，第一 A 八段。

決種族關係問題的措施務應包括使所有居民俱能充分 

行使其政洽權利，尤以選舉灌爲然，並在居住領土內 

一切種族之各成員間確立平等關係的辦法。

一六0 . 大會也請管理會員國向委員會提供一切 

有關上述決議案的適切情報以便委員會可向大會第十 

六屆會提具報告書。

一六一 . 委員會報吿書的本節雖是委員會就非自 

治領土社會進展情形所編製報告書的一部份，但因遵 

依上述決譲案的規定，亦予提送大會。

一六二 . 委員會在審譲非自治領土內種族妓視問 

題及編造報吿書時，曾獲有秘書處根據管理會員國依 

照憲章第七+ 三條（辰 ）款每年提送的情報而對各領 

土內種族歧視問题所作的一項研究。I9委員會備悉澳 

大利亞、荷蘭、紐西蘭、聯合王國及美國代表園就其 

管理領土狀況所作的口頭陳述以及其中所包括在秘書 

處從事研究時所未有的最近情報。此外，委員會也獲 

悉爲響應大會決譲案一五三六（十E ) , 有關荷蘭管 

理領土內種族歧視間题特别報告書一件正予提送 

祐書處。

一六三 . 種族歧視與種族關係的間题已經委真會 

審譲多年。委員會於一九六0 年第十一屆會時對自一 

九四六年至該檢討期間許多領土在廢除若千種族歧親 

形式及在改善種族關係上所獲的進展表示承認舆 

歡迎。但是委員會察知各領土內以種族和膚色爲根據 

的歧願，仍舊存在，而且最厳重的情事仍見於有外來 

移民社區的非洲領土。雖然這些領土裏的歐洲社廣往 

往都是極少數的團體，但•是它們享有政治、社會和經 

濟特權，爲土著居民所無。土著居民不僅在人權和基 

本自由方面遭受不同程度的較劣待遇，就是在經濟和 

敎育以及政治權利的行使方面，也都是如此。委買會 

在那時建譲在領土各個部門內一齊謀求解決種族關係 

的間题。解決間题的方法應該包括全體居民充分行使 

基本政洽權利，如選舉權。委員會認爲在多種族社區 

所有成員之間確立政治平等乃是掃除歧視與取消少數 

享有特權的捷途從而綠造以超出種族界限的共同效忠 

心理而圃結的國家。

一六四 . 委員會在道次屆會審譲此問題時是依照 

决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內列的各原則來處理非自洽領

19 A/AC .35/L.334 and Coxr.lo
20 A/4768。
2 1 大會正式紀錄，第+ 五屆會 , 補編第十五號 (A /4371), 

第二編 , 第一*七七至第一八八段。



土裏的種族歧視問题並且還想實現决議案一 51三六 

(十五)第H段6 列的規定。有瘦代表團表示管理會員 

國爲道個問题在委員會內作提供情報的陳述時，如果 

是以印成委員會文件的方式提出，就要有用得多了。 

它們感覺委員會現有的情報不完全，在缺少完全與最 

近情報的情形之下很難對各領土的狀況，加以評估。

行使政治權利舆選舉權

一六五. 關於基本政洽權利，尤其是選舉權的情 

報經由澳大利亜代表就巴布亞、紐西蘭代表就庫克、 

尼烏埃和托凯勞羣島，荷蘭代表就荷屬新幾內亜、美 

國代表就美屬薩摩亜、關島和美國彿京羣島在發言時 

提出。

一六六. 澳大利亜代表圃通知委員會說巴布亜扣 

新幾內亜領土的立法議會最近在非常有利於土著人民 

的方式下改組，這是走上巴布亜居民能獲平等政洽權 

利途經的一個重要步驟。改組譲會的立法的一個主要 

特徵是把議員名額由二十九人增至三+ 七人，民選議 

員由三名增至十二名，其中六人爲土著議員。立法也 

規定指政的非官方議員名額由九人增至十人，其中至 

少須有土著議員五人。至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爲新 

組成的議會所舉行的第一次選舉中，被推舉爲外籍候 

選人者九名，其中三人在無人與他們競選之下當選， 

另一方面，由六個選舉直中出來競選的土著候選人有 

一百零八名。代表四九三，0 0 0 人民來役選舉票的 

共計三百六十H 名土著代表。

一六七. 澳大利亞代表團說，土著人民雖然在以 

往只能選舉土著地方政府會譲，但是現在的新立法規 

定立法譲會要有民選的六名和不得少過五名的提名土 

著議員，事實上，提名的十位議員中有六位是土著議 

員。立法譲會裏民選的土著議員是由地方政府會議和 

領土每一個選舉地區選舉團體所派代表舉行的選舉會 

譲產生的。各別選舉人名冊和這種間接選舉制度，都 

是遵依人民意願的臨時過渡辦法，最後的目的是一個 

共同的名冊和一個直接的選舉。爲達到此目的，法案 

本身中已規定了一個條例。所以全體土著居民都有選 

舉權，只有那些住在偏僻尙未行用選舉制度地方的入 

民是例外。錫蘭、伽納、印度、伊拉克和賴比瑞亜的 

代表們都表示希望各當局從速採取各種措施在所有非 

自治領土裏推行選舉制度。

一六八. 關於荷屬新幾內亞，委員會獲悉最近有 

擴充土著居民參加領土政洽生活的憲政發展。一個民 

選的中央代議機構已在一九六一*年四月間成立。道個

機構是走上充分自洽過渡期間''受助自洽"這個階段裏 

的初步組織，在有關政策的各重要方面，事先都受領 

土管理當局的諮詢而旦在有關達成自治與自決的討論 

.上也與管理當局平等。現在任期三年的譲會由議員二 

十八人組成，其中二十二人爲土著議員。議員中十六 

人代表二五0 ,0 0 0居民，由不分種族或人種圃體 

的一個共同名單中選出。提名任命的十二個議員中， 

四人代表發展較差地匿中七E , 0 0 0 左右的居民， 

由區內居民的推薦而任命。另外代表最不開化地區近 

一0 0 ,0 0 0 居民的六名議員都由纏督直接任命。 

最後雨名是代表在議會沒有代表的重耍少敷團體的議 

員。由此可知，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居民可以決定議 

會的組織和影響領土裏政策的决定。譲會有請願、創 

制、質問和修正的灌利也與當局共負領土槪算的責 

任。監督領土的收入與開支也是譲會所負最重要任務 

之一，使得譲員們有經驗將来負得起責任。進一步修 

訂新幾內亞法的準備工作已經到了很成熟的階段。該 

法將規定設置一個有眠度的行政譲會，其中土著議員 

佔大多數，負責協助領土政府執行任務和協調有關一 

般事務的公務機關。

一六九. 委員會得知美國管理頓土裏的人民，在 

特別規定不得以種族、膚色、性別成宗敎信仰爲根據 

歧視任何選民的立法之下，行使地方選舉權，同時委 

員會也獲悉紐西蘭管理的各領土裏都已行用成年普選 

制度。

—七0 , 聯合王國政府爲一九S ■八和一九£ 九兩 

年所遞送的情報包括有關人權的額外資料，其中雖然 

沒有提到政洽權利或選舉權，但是除其他事項外，列 

有一項聲明提到爲英國傳統一部扮的那些基本權利與 

自由已經確立，受各領土法律的保護；此外又說這些：

'，包括個人享有的：生存、人身自由和安全 

權，被福爲一個人和在法律上與人平等之權，在 

本國法律或憲法所授予個人的權利遭受侵犯時得 

享受由法院救濟之權，在決定個人權利與義務時 

得在公正法庭享受公正公開泰問之權，而且在受 

刑事控訴未經證明有罪之前， 須假定爲無罪，不 

受追溯以往刑事罪或刑罰處置之權，家庭、住所 

或通飘不受無理侵犯的自由和對本身名譽遭受此 

種侵犯或侵害的補救權，遷徙往來的自由，選揮 

國籍，主有財産權，和思想、信念、宗敎、意 

見、言論、集會與結社的權利。" 22

22 參 閱  A /4760。



進納、印度、伊拉克和賴比瑞匪代表都指出在許多聯 

合王國領土裏情形正與上述聲明相反，土著居民享受 

不到選舉權；他們都贊成以在所有這些領土裏實行成 

年普選制度爲消減種族歧視的辦法。

一七一. 有些委員認爲許多領土裏所有居民充分 

行使基本政治權利，尤其是行使選舉權的情形非常難 

使人满意。舉例來說，在北羅迪西亜最近舉行的憲法 

會譲建議了修定關於選舉權的限制,.但到現在爲止還 

未予實施。這些委員認爲對於選舉權的限制雖然有放 

寬尺度的建議，但是仍舊是歧視性質的。此外，他ira 
又說就是這類的建議也都遭受地方當局和主要的歐洲 

人政黨，特別是羅迪西亞、尼亜薩蘭聯邦總理的激烈 

反對，同時他們也認爲不能允許這種抵抗來阻礙實施 

大會在這方向的決譲案。委員會認爲管理會員國應該 

採取允許各階層人民享受基本政治權利的步驟。聯合 

王國代表對這段裏提到北羅迪西亞之處保留聯合王國 

政府的立場，因爲所説各節並不是以委員會現有情報 

爲根據，並且他也相信道些都超越委員會任務規定的 

範圍。

# 禮族翁极據的政策舆慎例

七二.澳大利亞代表說採取一切可能措施在巴 

布亞消與種族妓視事例，是已經公布的政策。現在正 

完全遵依決譲案一£1三六（十五）遂步檢时巴布亞的 

立法以使在可行舆相宜之時撤銷有關起源於糧族理由 

的隔離或歧® 規定。由合格法律人員組繊的一個小組 

在過去雨年多来一直在檢討立法，现在這項工作仍在 

繼續。截至目前爲止業已採取的各項最爲重大的立法 

措施都向委員會提適了。

一七三. 澳大利亞代表遺說，大家不應忽略一定 

認爲凡規定待遇不同的立法都是不相宜的，因爲由原 

始情況轉變成一個新國家的一個人民在過渡期間，需 

要某些立法來保護他們。另外也需要認淸的是：管理 

當局本身能力有限，不能解決種族待遇不同上的各形 

各色問題，而且最爲有效的解决辦法是利用可供當局 

使用的一切媒介來敎育社區中各階層的人民。現在並 

沒有解決問题的捷徑，要求:解決只能靠樹立榜樣，不 

斷設法促進種族間更深的餘解、信心和相互的尊重。 

巴布亞境內種族間的關係不錯，所以在公務、社區福 

利、靑年組織、蓮動場上和政治中逐步使人民混合， 

就很可以養成以夥伴精神来發展領土的願望。錫蘭、 

伽納、印度、伊拉克和賴比瑞亞代表雜然同意澳大利 

亞代表所說種族間宜相的尊重與敎育可以消減種族妓

視的話，但仍認爲依照所有人民權利平等的原則來說 

非自治領土裏遺是不該有歧艇的法律。

一七四. 荷蘭政府通知委員會：所有種族地位平 

等是荷蘭的基本政策，荷屬新幾內亞沒有任何形式的 

種族妓視。但是起於各種土著文化和語言的種族中心 

主義，仍然妨礙各不同團體間正常社交關係的發展， 

而且這在本質上也就是一種變相的種族歧視。在取清 

這種妓觸上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成果。委員會也得到有 

關保障尊重所有人民基本權利和自由而採取的立法和 

其他措施的情報。

一七S . 紐西蘭代表告訴委員會在紐西蘭管理的 

領土裏沒有種族歧視的問题；而且在法律或事實上也 

都沒有使土著人民與爲數很少的非土著居民不平等的 

壁壁。法律中所規定的一些次要的不同待遇，完全是爲 

了保護土著居良的利益,主要的有關他們地權'的保持。

一七六. 聯合王國代表報告委員會說，聯合王國 

的政策是在各方面完全掃除各形各色的種族歧腐，並 

且決心致力於儘可能從速消除種族歧視的住務，以隶 

達成決譲案一五三六(十五)的各項目標。它認爲重耍 

的任務不僅只要掃除某種歧視，也要設法在種族不同 

的各人民之間建立合理的實際關係。在道方面政府出 

面倡導是可以大有牧糧的，政府在某®情況下可以用 

立法來從事倡導。但是政府所能作到的事是有限的， 

因爲要改變人民的思想、態度和生活方式，都需要時 

間。由此可知聯合王國政府所採用的是積植的辦法， 

以增加所有種族間人民的合作爲基礎。要想在各S 族 

間以相互了解和尊重爲基礎建立了良好的日常關係以 

前，完全掃除種族歧視是不可能的。掃除種族妓視， 

一定要儘量避免激動新的感情，也不要使取消歧視變 

爲可以引起種族情緒和利用少敷民族圓體的畏懼心理 

的公開爭辯。通常改善種族關係的有建設性；n作都是 

在不予聲張之下推進的，而且也有收種可言。在極大 

多數領土裏種族間的關係都非常和諧，並沒有歧視的 

情形。

一七七. 委員會獲悉在聯合王國管理的卡里比安 

領土裏，政治和經濟生活中都淡有種族的妓視而且也 

後有人因膚色而受賜離；只有柏纏達和巴哈馬羣島是 

例外。關於巴哈馬羣島，委員會由聯合王國代表團獲 

悉巴哈馬議會最近指派了一個委員會從事研究宣否立 

法禁止因種族關係而在公共場所歧視或隔離人民。

一七八. 在非洲領土裏，種族問题最厳董的地方 

是肯亜和北羅迪西亞。肯亜是在歐洲人居留區限制非



洲人和在非洲人居留區限制非非洲人往來和居留灌的 

一個地方，但是它在一九五八年設立了一個參議院 

(Council of State) 檢討一切新的立法是否含有任何

歧視性質的規定。因此，根據城鎮法令，總督雖然有 

權下令禁止非洲人在爲他們保留的地區與村莊以外的 

地方居住，控制在城鎭區內發給弗洲人通行證和規定 

非洲人能否用街道和其他公共場所，但是參議院就可 

以阻止總督的這類命令生效。此外，城鎭法令也是將 

予廢除的，再另製定包括所有地方當局的一種新地方 

政府法令；這種新立法是毫無歧視性的。肯亞政府最 

近也决定撤銷非洲人通行證法令，這個要予廢除的立 

法，要儘可能迅速提送立法議會。現在肯亜的所有條 

例都在檢討之中，以便取銷一切歧視性的立法。奈羅 

比市譲會和蒙巴薩與基泰爾（Kitale)議會在過去三年 

修訂了一些有歧Ü 性的條例。

一七九. 聯合王國代表說在地權制度上取綺歧視 

已有重大進展。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宣佈在經濟與農業 

因素允許之下行用農作土地不分種族享有的一個政 

策。這包括防止在政府成私人出租土地時訂立有限制 

性的契約。一九三九年肯亜（高地）植密院令已予廢 

止，同時一九六一年土地管冶條例也把土地管洽法令 

和皇家土地法令中有關在所謂白人高地爲歐洲人保留 

特殊權利的那些條例都廢止了。因此所有可以出售的 

土地實朦上就都是在公開市場裏出售了。自從一九五 

九年以來肯亞法律中有一部份規定出租土地的契約或 

條件如有新的種族限制性，均屬無效。

一八0 . 北羅迪西亞的歧觸法律和慣例包括不准 

非洲人到電影院、旅館、酒巴間、飯館、咖啡館等地 

方去，也不准他們購買某類的酒。歧視情事也包括很 

重大的事項，如通行證法和往來的自由，在工業中的 

晉睦，公務機關裏工作的機會和受敎育的機會。23

一八一. 聯合王國代表向委員會說明在這個領土 

裏業已採取消減種族歧親的各種步驟。中央種族關係 

及調和委員會及各區域委員會都在一九五七年種族關 

係 （諮詢及調和）法令之下成立，幫助改善領土內各 

不同種族間的關係，尤其是改善公共場所的使用。一 

九五九年立法譲會指派了一個委員會與中央種族關係 

諮詢反調和委員會共同商討以什麽辦法來解决在飯 

館、電影院和類似場所對非歐洲人的種族妓視問題。 

這個委員會的報告書促成種族關係法令的制定，在這 

條法令下，在茶館、咖啡館、飯館、旅館、餐廳和旅

館休息室裏有種族妓視事例都是違法的。這條法令也 

規定違法的處罰。另外又設立一個新種族關係委員會 

負責就應採取什麽行動來改善領土內各種族間關係而 

向政府提供意見並旦建議應如何消除或補救控訴與不 

平之鳴。種族關係理事會也，成立了，負責聽取地方種 

族關係委員會可能因無法使關係雙方和解而移送的有 

關種族妓視的控訴。這些理事會有權調查所有這類的 

控訴並旦在有違犯法令時執行制裁的辦法。公共衛生 

條例也修訂了，删去種族不同的人需用不同则所的一 

條。夜晚通行證也完全取消了。

一八二. 據委員會現有的情報，在北羅迪西亜， 

非洲人到歐洲人的城鎮和工業區去居留和工作必須領 

取謀求職業的許可證；他如決定住到雇主所供給的住 

所裏去，他一定要住在一個由管理員把他登IB下來的 

土著地區或住宅院裏而且在找到載業後一定要到管理 

員處去登記他的合同。關於這事，聯合王國代表說， 

非洲人如果願意住所自理，他們可以在住何地區裏 

住。由於政府保證給予的住屋貸款，所謂劃分弗洲人 

與歐洲人的住宅區已經被打破了，现在有些非洲人就 

住在一般通稱的" 歐洲區"裏而且遺主有他們自己的房 

子。現在非洲人所携帶的身份證只作證明身份之用， 

特別在於證明個人是享有雇主依法必須供給住屋的權 

利。現在對於只因未隨身携帶身份誰的人已經不採取 

法律行動了；對於根據這雨條法令中其他理由被判處 

有罪的人已由一九五六年的一萬三千人降到五千入 

了。

一八三. 聯合王國代表又說要在學校內作到不分 

種族是道個問题的一個重耍方面，也是最難的一個方 

面。在聯合王國所管的大片領土裏不分種族是通律 

—— 在整個的西印度羣島、英屬圭亞那、英屬洪都拉 

斯、香港、所羅門羣島、婆羅洲、干比亜、茅利夏斯 

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在若千别的地方，進展是有 

的。在费濟羣島裏大部分學校都遺是按照種族分設的， 

但是合一的工作正在開始推進之中。烏千達以往的敎 

育制度多半是按種族分開的，不適合一的工作已經開 

始而且還在推進。所有種族的入民都能入政府的學 

校，也能入其他許多學校。就是在情形最難處理的地 

方，如肯亜，由於政府的領導，也得到了眞實的進展。 

在學校敎育等級較高而且語言間题也不重大的學術機 

構中，特别有進展。接受政府津貼的所有歐洲中級學 

校的董事會都宣佈牧容任何種族、學生的政策,事實上 

也是在牧錄任何種族合格和有力缴納學費的學亞 

洲人敎育問题諮詢理事會也採用了相同的政策，只受



能收容多少學生的限制。一個新學術機構読有敎育所 

有種族已經領到小學證書者的課程水準和一個爲所有 

種族開辦的中級學校將於一九六一年在奈羅比成立。 

奈羅比的皇家學院牧容所有種族的學生，Makerere的 

大學學院也是如此，現有完全不分種族，來自肯亜、 

坦干伊瞎和烏千達的學生在那裏就學。

一八r a . 聯合王國代表也通知委員會：在所有領 

土入公務機關和在其中的陸遷完全看資格與能力，不 

分種族。這項言論唯一需要加以說明的一方面就是在 

任命與陸遷時，幾乎所有領土都以優先給予當地入 

民，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土著人民，總是較移徙入境 

種族的成員佔擾先。

一八五. 關於歐洲人與土著工人間在北羅迪西亜 

銅礦業中工資懸殊的問题，在一九S 五年前歐洲礦工 

工會所採用的是一種種族歧視的政策，目的在於不讓 

非洲人得到重要的載位。但是在一九S E 年n：會與各 

擴業公司簽訂了一個新合同使非洲人也能擔任前此只 

保留給歐洲人的二十四種工作。到一九S 九年底非洲 

人因爲這個合同得任較爲重要職務者已有八百三十 

人。在一九六0 年間歐洲礦工工會與各破業公司第二 

次修訂合同以使使非洲人能從事以前只准歐洲人擔任 

的三+ 八種新工作。由此可知種族妓視是消減了，所 

以非洲人在不久的將來也能擔任中級的職務，而且最 

後也能得到較高的載位與歐洲人平等。

一八六. 美國代表說，在美國管理下的領土裏， 

根本後有種族歧視的問題。在所有這些領土裏由於法 

律規定不得歧視和不歧視的傅統，人民都得到充分的 

保障。有人在委員會裏提到一個新聞報導，其中報稱 

美管佛京羣島有歧視事件現在正由立法譲會的一個委 

員會從事調查。

一八七. 委員會認爲聯合王國代表在委員會內所 

發表的言論，足以使人興奮，並且深信不疑聯合王國 

政府會使在其管理下所有領土的情形符合其業已宣佈

堅决担IS祈有方面一切形式的糧族妓觸的政策。聯合 

王國代表在委員會内所提到聯合王國首相的言論，使 

入有理由希望這項政策是會迅速有力予以實施的。

一八八. 委員會也注意到在聯合王國管理的幾個 

镇土裏和巴布亜境內，以前存在的若千有妓視性的法 

令，已被撤銷或予以適當地修改。委員會雜然歡迎這 

種發展但是還想提一下大會在決譲案一五三六(十五） 

內會建譲廢止或撤銷所有這類法律和條例。

一八九. 委員會察知肯亜境內目前土地享有的情 

形雖然仍舊反映以往的歧視政策，但是现行政策都沒 

有歧視性質。委員會注意到若千領土裏土著人民與歐 

洲工人間工資大相懸殊是還未解決的間題，而且在敎 

育方面也遺有許多待辦的事務。

一九0 . 委員會在一九五九年就表示過，不論什 

麽原因，以種族爲基礎來推行敎育都是不對的。委員 

會现在强調這種意見，並且認爲這項意見也同樣地適 

用於非自治領土內所有各方面的生活。因此，許多代 

表都不能贊同某些管速會員國在委員會內所持規定待 

遇有別的所有立法並非都不相宣的態度，以及所稱政 

府在解決種族歧視問题上能力並非無限的言論。同樣 

地，他們也不能接受這些歧視規定是履行憲章下各項 

義務所必要的那種論調。

一九一. 最後委員會建議採取一切步驟實施大會 

的建議，即立刻廢止或撤銷一切足以鼓勵或准許根據 

種族理由而施行的妓視政策及慣例的法律與條例，並 

旦盡力以其他一切辦法清與此種行爲。要想解决這個 

問题，重要的遺在於管理會員國和領土政府採取一種 

勇注直前的切合實際的辦法。委員會提請注意一九六 

0 年十二月間文敎組織全體大會所通過的建議和在敎 

育上不得歧視的公約。委員會希望非自洽領土都能加 

入道個公約。委員會也認爲偏見旣然是促成種族歧視 

的一個重耍因素，各關係政府就有領導公衆與論走上 

正當途徑的貴任。

附 件  

非倉冶領土驻食道展研究

委員會認爲时論非自治領土社會進展的本委員會第十二届會摘要祀錄和委員 

會所審議的下列研究報告，應臓爲本報告書之一部分：

少年罪犯的處遇（聯合國秘♦ 處 ） A/AC.35/L.329
and Corr.l



二 . 非自洽镇土內蹄女就業的情形（勞工組纖）

三.中非與東非若干非自治領土內土著工人職業訓練的設 

施與就業的機會（勞工組織）

1 3 .非自洽領土內的勞資關係（勞工組織）

五 . 非自洽領土內的社會安全措施（勞工組織）

六 . 非自治領土內的種族岐視問题（聯合國秘書處）

七 . 城市發展的社會方面問題（聯合國秘書處）

八 . 農村發展的社會方面問题（聯合國祐書處）

九 . 非自洽領土內社區發展方案的調查（聯合國秘書處 )

十 . 衛生紙織與兒童基金會在非自治領土內的活動（衛生 

組織及兒童基金會）

非自洽領土內的勞工福利設施（勞工組繊）

+ 二 . 非自治領土內土著公務與按術幹部的培養與訓練（聯 

合國秘書處）

十三. 牧到情報的日期（聯合國秘書處）

十 經 濟 、1&會反敦育進展方面的國際合作（聯合國腿書 

處 ）

十 掃 除 文 ， （文敎組繊）

十六 . 對非自治領土的國際技術協助（聯合國秘書處) 

十七 . 非自治領土內生活水準的某數方面（聯合國祐書處）

十八 . 肯亞衛生服務的研究（衛生組繊）

十九 . 委員會將来的工作（聯合國雕書處）

A/AC .35/L.330

A/AC .35/L.331

A/AC.35/L.332

A/AC.35/L.333

A/AC.35/L.334 
and Corr.l 
(僅有英文本） 

A/AC.35/L.335 

A/AC.35/L.336 

A/AC.35/L.337

A/AC.35/L.338

A/AC.35/L.339 
and Corr.l

A/AC.35/L.340 
and Corr.l
(僅有英文本） 

A/AC .35/L.341

A/AC.35/L.342

A/AC.35/L.343 
and Corr.l 
(僅有英文本） 

A/AC.35/L.344

A/AC.35/L.345 
and Corr.l 
(僅有英文本） 

A/AC.35/L.346 

A/AC.35/L.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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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on.
秘 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u,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f參廣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miJi-Livrarl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o.
新 加 坡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iyer Quoy.
西 班 牙

Libreria Bosch,】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Castetio 3 7 , Ma-
drid.
C. E. Fritze’s Kungt.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 Stockholm.
r .̂l：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urich 1.
mmPramuan Mit, Ltd., 5 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1‘.坏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ial Caddesi, 
Beyogiu, Istanbul.
南 非 聊 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 維 坎 社 會 虫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Mezhdunarodnaya Knyiga, Smot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阿 拉 伯 聯 <̂•共 In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iy Pasha, Cairo.
聯 合 工 國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类 利 堅 合 衆 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鳥 拉 圭

Representacio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é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实 內 端 拉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on, Caracas.
越 南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ïgon.
南 斯 拉 夫

Cankarjeva Zalozbo, Ljubljana, Slovenia. 
Orzavno Preduzece, Jugosiovenska Knji- 
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iefo,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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